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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刘向在 《说苑·辨物》
中说：“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
内有九州。”徐、扬分别位列九州
东部和东南部，因同属东夷的徐
夷和扬越所居而得名。这里气候
炎热，水系发达，京杭大运河苏
北段由此而过。两市缘起九州，
因运河而共处。文字表述的是概
念，行走才能体会出情感。徐州
市政协主席王强率住徐省政协委
员迎着7月骄阳，赴扬州开展视
察活动，开启了一次运河之旅、
一条研学之路、一段履职之行。

回想走过的路，学海无涯，
收获满满，细细思来，依然意犹
未尽。一江清水向北送，江淮明
珠是源头。江都水利枢纽是我们
研学的第一落脚点，也是南水北
调工程第一站。吃水不忘挖井
人。1952年10月 30日，毛泽东
同志在视察黄河时听取有关汇报
后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
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
的。”南水北调的伟大构想正式提
出。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
水北调工程。”2002 年 12 月 27
日，南水北调工程开工。2013年
8月15日，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
程通过全线通水验收，工程具备
通水条件。从设想提出，历经50
年的规划论证和勘测设计，11年
建设与施工，在可借鉴经验很少
的情况下，愿景变成了现实，成
为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
水工程，开创了我国水利工程史
上的诸多第一。

2013年底，从这里北上的长
江水有了一个“新身份”——南
水北调东线水。我边听边用手机
搜索南水北调，开始现场自助式
的温习：南水北调是通过三条东
线、中线、西线“调水”线路，
借助与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
四大江河的联系，把水资源输送
到北方，不但为京津冀协同发
展、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发展
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发挥着支撑作
用，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夯
实了水资源之基。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
古渡头。一个倒“几”字形的路
边雕塑吸引了大家，我们来到了
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运河三
湾是水工文化的历史遗存。1597
年（明万历二十五年），扬州知府
郭光复为解决漕运交通的问题，
按照“三湾抵一坝”的思路，抬
高水位、减缓流速，开挖新河，
将运河河道改弯，从 200米直道
变成1800米的河湾，形成著名的

“运河三湾”，即宝塔湾、新河
湾、三湾子。走在亲水步道上，
远观堆山叠石、亭台轩榭、步道
连廊时隐时现，似剪纸拉花的红
色景观桥横跨古运河，河里亭亭
玉立的荷花竞相盛开，争奇斗
艳，一片“青山隐隐水迢迢”的
古典园林韵味扑面而来。一阵凉
风袭来，“人在城中、城在园中、
园在景中”的惬意悠然而起。扬
州是世界上最早，也是中国唯一
的与古运河同龄的“运河城”。春
秋时期，各诸侯国间战争频繁，
吴王夫差一心称霸中原，为了解
决军粮和辎重的运输问题，开凿
了淮安至扬州的人工运河——淮
扬运河。因该运河以扬州的古邗
城为起点，也称为“邗沟”。“隋

皇昔日锦帆游，吴楚分疆是此
沟。”邗沟是长江、淮河最早修凿
的河段，既是中国大运河的开
端，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运河。

我们来到第三个研学点——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一进门，就
看到大运河的三色光线交替的运
河线路。大运河始凿于春秋，初
通于隋代，繁荣于唐宋。元代裁
弯取直，南北直航；明清，维系
国脉，臻于极盛。包括隋唐大运
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
分。全长2700余公里，历经2500
余年，跨越八个省市，沟通海
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
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最古
老的人工水道。大运河江苏段是
由京杭大运河江苏段和隋唐大运
河通济渠江苏段两部分组成，流
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和镇
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八个设
区市，是大运河全线流经城市最
多，遗产类型、遗产数量最丰富
的河段之一。我们边听边看边讨
论，这里全流域、全时段、全方
位展示2500年、3200公里中国大
运河的前世今生。“大运河——中
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
艺术史诗图卷”“大运河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展点，由于引入丰富
的文物结合“5G+VR”技术，沉
浸式互动体验，仿佛走入一场穿
越唐、宋、元、明、清的时空
之旅，各种“活态”更让我们
好 奇 与 惊 艳 。 时 程 紧 ， 内 容
多，由点到线、再到面，庞大
的历史地理知识都还需要回去
慢慢地消化分解。

最后我们去了广陵区文峰街
道“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
看到“有事好商量”江苏品牌已
经走进千家万户，日臻完善，王
强主席感言：我们要把扬州市政
协重视加强委员队伍建设，充分
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推进“有事
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和界别协
商工作等好经验好做法带回去，
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
多智力支撑。

回程的路上，我们展开了命
题式互助碰撞：徐州与大运河的
前生今世。扬州应“运”而生，
因运而盛，与古运河同生共长，
同兴共荣。徐州呢？大运河徐州
段素为中国大运河的“喉吻之
地”，又是江苏段的北门户，历千
百年的发展变迁，形成了汴泗交
流、引黄济运、治黄兴运等复杂
的历史特征，在徐州沿河留下诸
多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好、传承
好、建设好、利用好成为我们一
行一路畅所欲言的主要话题。

悠悠运河，700 里行程。活
动成为影像，但政协委员履职渠
道的拓展、形式的多态、内容的
立体已经成为新的模式，从而真
正地推进政协委员向专业精进、
向基层延伸、向生活拓展。从行
成于思，知行合一，到行之有
效，我们更加深深地体会到此行
安排的独具匠心，意味深远。尤
其身边各位省政协委员的博学多
思、满腹珠玑，让履职研学有速
度，有温度，有广度，更有深
度。我们边听边学，边学边研，
边悟边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
岸边足迹前行，顺着总书记的指
引方向奋进，为和谐共生的生态
环境贡献委员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江苏省政协委员）

悠悠运河
王维婷

在书的封面或封底，印出几个人的
名字，说是某人某人推荐，最近成为一种
时尚。当然，有吸引眼球的意思，但也是
让读者沙里淘金的办法。不知别的推荐
者怎样，凡要我写推荐语的，我是一定要
看看校样的。因为不能当“滥好人”。有求
必应固然会一时皆大欢喜，但人家真的
读了，大失所望，就不欢喜了。耽误了读
者的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当然，据我
所知，写推荐语是无“财”可“图”的，但言
之不由衷，也是害人。最近偶然翻检旧
文，还真为自己的几篇推荐语“击节而
叹”，却又若有所失。推荐语的要紧处，是
言简意赅。当初认认真真读过了一本书，
逸兴遄飞时，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
提炼，萃取一二百字，交付出版人。不能
畅所欲言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忽想我何
不找几则出来，再闲话一番。“一鸡三吃”
倒也未必没有滋味，炒炒“冷饭”或也聊
胜于无呢。

《环球扶摇九万里》

我的推荐语：
老年如僧，少年如侠。
知天命之年，再出发。58 天考取飞

机驾照，以地球为轨迹，他飞出自己的
命运之弧。虽九死一生命悬一线，从不
言悔。

敢于放手，再放飞的不只是身体，更
是自由舒展的灵魂。不断拓宽人生半径的
人，携豪气和胆气为翼的人，到老，也是如
侠少年！

拿着张博这书的校样，手不释卷通

读一夜，老夫竟为此血脉偾张。
这书写得惊心动魄。张博是中国环球

自驾飞行第一人。此书则记叙他第二次环球
飞行之旅。非常之观，常在险远。在风险中逆
风起飞，在寒流里飞越北极，在格陵兰上空遭
遇惊魂一刻，单边发动机失效时，操控飞机艰
难地降落……张博把一次次命悬一线的遭
遇，和万象风光缤纷文化一起，从容不迫娓娓
道来。我们不能不为之牵挂，为之陶醉。

此书更让我读出了作者的豪气志气和
胆气，读出他不断拷问命运叩问人生的勇
气。张博毕业于北京名校，先任职于某国家
机关，后求学于海外，创业有成，攒足了后
半生的余粮。然锦衣玉食度此余生，惶恐何
哉。他说：

“在很多人眼里，荣誉与财富双全，我
似乎足以被贴上‘成功人士’‘人生赢家’的
标签了。确实，那时的我，已到了‘知天命’
的年龄。按正常的人生轨迹，既然岁月已如
诗如歌、高枕无忧，我理应张开双臂坦然迎
接功成身退的那一刻，开始潇潇洒洒地享
受悠闲，肆意人生了。

但我自己清楚，百年之旅，方行半途，
这绝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年届半百的张博，毅然再次振衣千仞，
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仅用58天就拿下私
人飞行执照，自此以挟山超海之意气，另开
人生新境。

这固然属于张博个人的人生选择和生
活姿态，我却由此欢喜地想，当年梁任公

“少年中国”之泣血呼号，或已在新一代中
国人的血脉里孕育着。

我读后的激动，更多是因为想到了这些。

《红学外史》

我的推荐语：
好看！当年在北大同宿一舍的李彤，既

有浪子班头的潇洒，又有青灯黄卷的痴迷。
去国30年，谋生不易；痴“红”40载，春心何
泯？疫情囧困，竟唤醒旧情恣肆——将红学
外史娓娓道来：爬梳红学源流，尽显学问中
人之严谨；演义学界江湖，挥洒街谈巷说之
神采。有我无我，进退裕如；不臧不否，诸君
自断。从容不迫中又不乏人生感喟、时世沧
桑、学问之道、君子德风，出语似无惊人处，
入目便有丘壑生。著述人若不倾情于斯，何
至我侪倾倒至此？人皆言《红楼梦》乃奇书，
而今我谓《红学外史》亦奇书可乎？

《红学外史》由香港中和出版社出版，
作者李彤与我在北京大学文学专业同窗四
载。岂止同窗，还同处一室，共享一层——
北大32楼332室的两个上铺。我曾在几篇
散文里回忆，李彤善作诗、工书法，宿舍墙
上，张贴着他以行草录下的关汉卿的《一枝
花·不服老》——“我是个煮不烂、蒸不熟、
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李彤亦擅唱，尤以京戏见长，文武昆乱不
挡。我躺在铺位上，几乎天天晚上听他在对
面的水房里，和诸位弟兄们一边洗漱一边
高吼杨子荣、郭建光，甚至还听他“口奏”过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总谱，交响音乐
加之锣鼓铙钹，真是昏天黑地。李彤或还
堪称是“模仿秀”的“前辈”，就因为模仿于
是之惟妙惟肖，我还专门为他和黄蓓佳、
王小平、刘志达等“量身定做”了一个独幕
剧的剧本，让他足足过了一把“人艺”瘾
……李彤却绝不仅只是“浪子班头”，或者
说，作诗演戏也没耽误了“正事儿”，学校
期间，他就在先生的指导下，和梁左、吴德
安、马欣来等组织了“青年红学研究小
组”，还和梁左联署发表研究文章，被戏称
为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之“第二梯
队”。此即推荐语所述“青灯黄卷的痴迷”
也。

李彤自称，大学毕业后，他“蹉跎了30
年”，此说我却不敢苟同。且不说毕业后他在
某大报文艺部当记者的业绩，也不说他移居
海外之后如何艰苦打拼，把自己变成了一个

“房虫”。此后他以“房崇”为笔名，出版的一
本《北美寻家记》，所获拥趸甚多。疫情中加
拿大北大校友群很活跃，邀李彤做关于《红
楼梦》讲座时，我亦“溜入”蹭听，接入Zoom
后，正听主持人介绍演讲嘉宾，说起《北美寻
家记》，好几位校友惊呼：“您就是房崇啊！”

人之一生，谁知道哪块云彩下雨？
人之一生，也不可能割断。就说《北美

寻家记》里，那“房虫”的专业性，凝聚了他
20年的经验，也凝聚了他20年的悲欢。我
却觉得自己可以品出332宿舍里那“浪子
班头”的神气。

《红学外史》也同样。疫情的困窘，固然

把李彤逼回青灯黄卷，故他在完成50余万
字的书稿后，感慨“我的疫情一年与红学百
年”。所谓“百年”，就是“1921年3月27日，
胡适写完了《红楼梦考证》的初稿，寄上海
亚东图书馆发排，作为新版《红楼梦》的序
言，由此开创了新红学，到现在是整整100
年”。所谓“我这一年”，就是他在疫情来袭
的一年间，“以写书记红为避疫良药”。“我
闭门写作，遍访百年来的红学家。任凭疫情
在门外逞凶，猖獗致命，在我心目中却为红
学家们起死回生，我与他们共历悲欢，同发
歌哭。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的学问获得提
高，精神经受洗礼。我有红学家们的陪伴，
我有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成就感，所以在隔
离避疫中毫不感觉寂寞孤独。叹什么因疫
情不能旅游？我的写作不仅空间没有阻隔，
时间也能穿越，恰恰是在这一年多里，我完
成了一次人生之逆旅，我享受这一次卧游
的红学百年之旅。”

我读出了“凤凰涅槃”的欢欣。
难得的是，他的情感是燃烧的，他的叙

述是冷静的。或者用我们另一位同学黄子
平在本书序言里的说法：“这不是一部冷冰
冰的史料连缀，而是有温度的生命书写。”

尽管是非虚构写作，纵横捭阖间，看得
出他的游刃有余。学问、学识乃至趣闻的穿
插、叙述的张弛，都呈现着独立学问人和自
由思想者的魅力。

黄子平的另一个观点是：李彤以同情
的理解，庄重持平地勾勒出红学群儒的时
代际遇，辛苦遭逢，知识人的节操和人格，
在知识与权力与利益之间的辗转人生。

不能不佩服还是文艺批评家概括得好。
当然，得先佩服李彤的境界。

“既然我有了自己的见解，与红学‘大
师’和‘泰斗’们相处，便进入了有我之境，不
必仰观拜伏了。在我的心目中，我与前辈红
学家们是平等的，为他们写照，为他们记录悲
欢和功业，尽量不臧不否，偶尔略抒己见。”

他这么一说，曾在332同窗同舍的我
辈，赶紧说：看出差距来啦，佩服！

《逃离洛杉矶，2020》

我的推荐语：
品读这部随笔，就像在美国人家的后

院儿烧烤，缭绕着有滋有味的人间烟火。足
不出户，我已和大洋彼岸的各色人等厮混
成了朋友。

2022年是女作家淡巴菰创作丰收的
一年，自2017年“洛杉矶三部曲”的第一部
《我在洛杉矶遇见的那个人》（作家出版社）
之后，这位曾经在美国做文化交流的外交
官，在洛杉矶陪母亲看病期间，无奈得到命

运的意外“赐予”——2020年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之际，她被卷入逃离洛杉矶的人潮
中。作家职业的记述和入境后 14天的隔
离，催生了“洛杉矶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逃
离洛杉矶，2020》。

《逃离洛杉矶，2020》以自身遭遇为切
口，用大量的亲历细节，讲述她所感悟到的
中美两国人民面临这场世纪瘟疫的不同反
应、境遇和命运，用事实展现这背后的国
情、文化、心态差异，客观、理性，充满了人
性的温暖，也展现了对文化多样性的认同
与同舟共济的渴望。

因此，这绝不仅只是一本“逃离”之书。
作者并不只是想让读者为那些有国不能回
的同胞们揪心扯肺，而是期待人们理解和体
认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制度条件下互不相同
的思维方式，由此更为人类共同尊崇的品德
——同情、关爱、沟通乃至欣赏，营造一个良
善的、美好的心灵境界。作家对异域文化的
了解和积累，对形形色色美国人个性的呈
现，努力理解别样文化的善意，直至对民间
生活乃至草木鸟虫的发现与欢喜，都展现为
开阔的视野乃至广阔的心灵天地。

为此，我的推荐语就想与“逃离”这一
话题有所疏离，更强调不同国度、不同人
种、不同个性的人们友好相处的“人间烟
火”，希望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关注，走向更
深远的命题。

“70后”作家淡巴菰的创作力真是惊
人，就在《逃离洛杉矶，2020》被媒体关注被
刊物选载好评甚多之时，“洛杉矶三部曲”
的第三部、散文集《在洛杉矶等一场雨》（广
东高教出版社）随即面世。不同于第一部，
前者专注于人物的刻画，第三部更侧重于
对美国独有的生活细节的体验与描写，单
看篇目就不难窥见其内容：《租屋记》《跳蚤
市场上空的鹰》《圣诞下的蛋》《看医生记》
《东市买骏马，西市考驾照》……淡巴菰散
文意趣横生，却不事雕琢，在娓娓道来中，
给读者身临其境的体验。我最近先后在好
几家国内重要文艺刊物上读到她的散文

新作，如《与鳄梨有关的日子》《哑巴蝈蝈
儿》……看到了她这种素雅从容风格的延
续。作者的老朋友、演员葛优读完《在洛杉
矶等一场雨》后写出的推荐语是格外有趣
的——“有的书，您得坐得笔管儿溜直来
看。有的书，您要去洗个澡烧上香再看。还
有的书特厚特沉，得搁在桌儿上弯着腰鞠
着躬看。这本有意思的小书，我躺着就一
口气儿读完了，您不妨也试试。”——“葛
优躺”已是网民所熟知的一种幽默，葛优
接过这一戏谑，传递了他的阅读感受，或
也传递了广大读者对好书的某种境界期
许吧。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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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左）和李彤在大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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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别南疆步雨林先生原韵

行年七十兴无疆，西域穿行携酒香。
逐梦每思横剑气，此身应许伴胡杨。
石城羌笛飞鹰舞，葱岭箜篌奏锦章。
莫道夜郎心地隘，天人在处即家乡。
注：石城，即帕美尔高原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族自治县之石头城。在那里，我听到
鹰笛并看到塔吉克人的鹰舞。天人，即飞
天，亦称天使。西城洞窟壁画中，屡有所见。

——7月19日于库车

重访克孜尔石窟

重来克孜尔，不觉七春秋。
世事经年别，关山几度愁。
龟兹迷楚客，丝路喘吴牛。
又向鸠公揖，丹霞一望收。

注：鸠公，即鸠摩罗什。克孜尔石窟前，
塑有他的石像，他是古龟兹国高僧，费尽周
折东去长安译经弘法，对汉传佛教大乘教
法的奠定，厥功至伟。

——7月20日于库车

眺望开都河九曲十八弯

天鹅敛翅彩云飞，原上英雄匹马归。
落日长河风浩荡，何人能见鹿空肥。

注：开都河，孔雀河之上游，被称之为巴音布
鲁克草原母亲河。1771年，土尔扈特人从伏尔加
河畔历尽坎坷东归祖国，在巴音布鲁克草原定居。

——7月21日于开都河畔

舀库车河水烹茶

西域湖杨君入画，天山雪水我烹茶。
一壶煮尽千般味，笑看风沙化晚霞。

——7月22日于独库道上

那拉提草原得句

赠君一茎剪秋萝，每到天山感慨多。
花草应知游子意，何人伴我望星河。

——7月23日于那拉提

再到天池

悠悠千丈水，南鉴博峰高。
画舫摇空碧，危崖幻鹊桥。
鸟啼招雪意，王母忆琼瑶。
游学饶诗思，归来酒一瓢。

——7月23日于天池畔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名
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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