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消失”的河流“重生”
苏州复挖中张家巷河填埋河道，重铸古城水乡文化精魂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枕

河而居” 原本是苏州人绝美的水乡记

忆。 然而，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曾经

联系着千家万户的苏州古城水系遭受

过严重的破坏 ，“苏州再也不 像 苏 州

了”。 在不少苏州年轻人的心中，那份

浓到化不开的水乡情结， 或许正随着

时光的流逝而逐渐稀释。
日前， 位于苏州平江历史街区内

的中张家巷河西段恢复工程正式启动。
复挖中张家巷河的消息在苏州本地论

坛上引起了热议，人们在回忆往昔水乡

画面的同时， 也对未来河道恢复后的

风貌提升表达了期待。 为何这条 “消
失”的小河“复生”能引起如此关注？ 记

者来到苏州，对此事进行探访。

半世纪前为开路而填河

在平江路中张家巷交叉口， 部分

路段搭起了临时围墙， 围墙沿着中张

家巷一直向东延伸。围墙内，建筑物基

本被拆除。 线缆、管道、碎石、泥土遍

布，一点都看不出小桥流水的影子。如
果不是苏州水 利 局 工 作 人 员 朱 奕 相

告，很难想象，街巷的下方就是中张家

巷河过去的河道。
“当年， 就是我们亲手把门口的

中张家巷河给填没了。” 家住中张家

巷的 86 岁老人樊耀奎说 ， 1958 年 ，
他作为合作社成员， 参加了填河义务

劳动， 挑着箩筐， 去东边的内城河城

墙那边运土， 合众人之力， 几个月的

时间就把河给填平了 。 1958 年前后

是苏州填河最为集中的时段之一， 除

了中张家巷， 城中主要街道如景德路、
观前街、 中街路、 养育巷、 人民路也

由填河而拓建。 本世纪初， 苏州市水

利局河道管理处进行了一项调查， 数

据显示， 明清时期苏州古城区河道长

度为 86 公里， 此后逐步减少， 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被填掉河道 20 余条 ， 现

在古城区内河道长度为 35 公里。
“苏州城区的河流已经被填掉了

2/3。” 同济大学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说，“当时填河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随着古城人口增

多，管理不善，河道垃圾淤积，水质下

降，特别是夏季，小河漂满了西瓜皮等

垃圾，有人心想不如将河填平，河道卫

生将一劳永逸； 二是为了城建需要，拓
路建房。填河之后，方便是方便了，但从

古城保护和规划的角度看，是不对的。”

期待提升古城街巷风貌品质

从填埋河道建房修路， 到拆房挖

路为河让道，古城水系的毁与护，很快

就迎来了逆转。
“我记得1972年， 连日大雨致使苏

州古城被淹， 这是苏州古城有记载以来

第一次被淹。 人们终于开始反思当初填

河的后果。 原来， 苏州的水系在景观、
生活之外， 还有一个功能， 它是城市排

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了它， 排水

机制就遭到了严重破坏。 到了上世纪80
年代， 苏州逐步恢复包括干将河在内的

数条被填主干河， 并对留存河流进行清

淤 ， 整个城市的水系得到有效治理 。”
阮仪三说， “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一定

要尊重古城规划。 古代城市的规划都经

过了精确的计算 ， 统筹考虑天 文 、 地

理、 环境等 ‘风水’ 因素。 苏州古城就

应该是小桥流水人家， 遇河而生， 遇河

而荣 ， 无论何时 ， 河都是苏州 人 的 命

脉， 也是苏州城的命脉。”
阮仪三表示，中张家巷河的复挖，对

排水的作用不大， 效果应该主要体现在

古城保护、景观和旅游等方面。
朱奕介绍说， 中张家巷河曾是苏州

古城中心直通护城河的主要通道之一，
东西走向，东边连着护城河，西边连着平

江历史街区的主河道平江河， 三条河呈

“工”字形。 2012年底，仓街以东段200米

河道恢复工程已经完工；今年2月，余下

的400米河道恢复工程由平江路口的南

张家桥开始施工， 逐步向东侧推进到仓

街。预计年内，整条中张家巷河有望在消

失逾半个世纪后重现世间。
朱奕表示，复挖工程总投资1760万

元， 以上世纪50年代的地图为蓝本，开

挖 、修驳岸 、架河桥 、基坑支护 、周边绿

化……再在中张家巷河与护城河交界处

建1座防洪泵闸。恢复后的河道宽约6米、
深约5米。工程将按照“河街并行”的空间

格局、“精巧雅致” 的景观构筑、“古朴典

雅”的传统建筑、“曲径通幽”的江南水巷

等要求，尽量做到原样修复。

水乡的乡愁不能离开水

“小时候，出门都走水路，一家老小

带着板凳 ，上了船 ，大人买米 、买菜 、买

柴，采莲、采藕、采菱；小孩看风景、听故

事。 一到雨天，水滴从瓦片滴下来，打在

街上铺的石头上， 下雨还能闻到舒服的

泥土味。”樊耀奎仍然怀念过往的水乡生

活。他还有一个希望，便是将来河道恢复

后能保持清澈。
“期望‘水上生活’完全恢复？ 做不

到。 毕竟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

转变，河水也没过去清澈，走出厨房再去

河边淘米洗菜，这不大可能。”阮仪三说，
“但有了这些重要的物件、景观、场景，从
河道、房子、河桥、驳岸等处引起联想、回
味， 想到曾经那种依托于水的公共及家

庭生活空间，那种慢生活，这便是水乡文

化的乡愁。 把‘乡’留住，才能有‘愁’。 ”
“恢复中张家巷河的意义早已超越

了这条河， 体现了整个苏州对传承水文

化的重视。”苏州市水利局局长王国荣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开放和包容的水文

化浸润着苏州人的精神，没有水，苏州也

就失去了魅力。 “水文化是苏州文化的

根，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条根有变细的趋

势， 如果任由它继续变细， 总有一天会

断。 ”他说，“我们要把根留住。 ”
王国荣介绍，今年年内，苏州将对中

张家巷河、湄三河、季家浜、城湾河、青龙

河、马家圈河、苏大内河、驳船浜、沧浪亭

等城区9条断头浜进行沟通整治。“我们要

让水连起来，活起来，清起来，让这座东方

水城的水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他说。
“今后的古城水系，只会有更好的保护。 ”

小河“复生之路”充满艰辛

朱奕坦言， 作为苏州古城内首个实

施的河道恢复工程， 复挖中张家巷河克

服了重重困难。“仅仅是寻找重修驳岸所

使用的老石头———‘金山长条石’， 就已

花去我们大量的精力。 ”他说。
“老河道上遍地民房，地下还有无数

线管。再加上街巷狭窄限制工作面，施工

的难度非常大。”他说，“之前在拆迁等问

题上，和居民沟通了很多年。 以后，随着

施工的推进， 噪音、 粉尘的影响不可避

免，而河道两侧老房子，地基不稳，未来

或许容易出现裂缝和沉降。 我们需要在

做好监测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沟通。 ”
朱奕算了算，进入项目组至今，水利

部门已和文物、供电、燃气、自来水、电信、
移动、联通、广电、路灯、污水等多个部门、
单位进行协调。 “举个例子， 文物部门提

醒， 平江历史街区这块属于建设控制区

域，必须层层批复方可开工。施工中，必须

保证周边全晋会馆等国宝单位的安全。因

此，协调工作非常重要，每个部门的意见

都会融入最后的方案中。 ”他说。
艰难，从项目延续的时间也能看出。

2004 年左右，苏州便有了恢复中张家巷

河的设想；到了 2010 年，项目得以立项；
直到今年，仓街西侧工程才正式启动。

“恢复河道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其
他水乡地区若想借鉴， 需要考量相应的

代价。 ” 阮仪三说，“苏州古城有其特殊

性，因为它在很早之前就有了保护意识，
限制现代化发展， 至今古城内没有一幢

高楼。平江历史街区方圆1平方公里的范

围内， 较好地保存了古代城内水道体系

干支河结构的原貌和前街后河、 河街平

行的双棋盘格局，有利于风貌恢复。而对

于其他一些水网系统破坏得非常严重的

地方， 想靠恢复河道来恢复水乡风貌实

在太难。 ”
（本报苏州 3 月 25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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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宋代《平江图》展现了苏州古城河街并行的双棋盘格局。
上图：未来中张家巷河效果图。 （均苏州市水利局供图）

浙江图书馆举办
黄宾虹笔墨临摹展

本报杭州 3 月 25 日专电 （驻浙

记者蒋萍 通讯员刘海波 ） 62 年前

的 3 月 25 日， 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

的开派巨匠黄宾虹先生在杭州去世，
浙江图书馆和杭州黄宾虹学术研究会

今天联合举办 “曾祺先生 30 年探究

宾虹笔墨展” 缅怀一代宗师， 作者是

文化学者曾祺。 据悉， 本次展览将持

续到 3 月 31 日。
都 说 绘 画 是 寂 寞 之 道 ， 生 前 ，

宾翁曾戏 言 ， 他 的 画 要 到 他 去 世 五

十年后方 才 会 被 广 泛 接 受 ， 坊 间 还

有 他 赠 画 而 被 当面拒绝 的 传 闻 。 他

去世后， 按照其遗嘱， 画作要捐给国

家， 可他的夫人竟找不到接收单位，
好不容易硬捐出去了， 人家接收后就

把包裹搁置一边， 直到 30 年后才被

打开， 可谓寂寞之至。 时移世易， 当

年宾翁 的 戏 言 ， 竟 像 是 个 预 言 ， 不

仅浙江博物馆于 2005 年 （正好是其

逝世 50 周年） 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大

型展览和 系 列 纪 念 活 动 ， 社 会 上 对

于 黄 宾 虹 文 化 的研究日 益 深 入 ， 也

日益为其 “浑厚华滋” 之民族精神所

折服。
黄宾虹的一生， 波澜壮阔， 除了

艺术家身 份 之 外 ， 还 是 著 名 的 活 动

家、 出版家、 教育家、 学者， 他对书

法、 绘画、 篆刻、 金石文字、 书论、
画论、 画史都有深入研究， 甚至还精

通烹调、 太极拳、 围棋、 中医， 堪称

国学大家。 黄宾虹曾提出 “艺术是特

健药” 的口号， 认为艺术有益人生，
是最好的营养品， 他以儒学入道， 对

道家的追求成就了他的艺术境界。 然

而黄宾虹的画却不是一开始就为大众

认同， 因为他的画里文化含量太重，
审美历史感太苍凉， 欣赏他的画需要

人生阅历， 需要文化积淀， 需要美学

修养， 这三者缺一不可。 幸而今人对

黄宾虹的认识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 曾祺先生就是众多追随者中的佼

佼者。
曾祺，笔名曙原，籍贯湖南湘潭，

出生于上海。 师从海派画家吴野洲先

生，研习花鸟。因对黄宾虹山水画一见

倾心， 后追随黄宾虹山水画三十年，拜
谒多名宾虹山水画家、后辈弟子学生求

得画法与心法，他的作品得到了黄宾虹

家族及黄宾虹有关学术研究机构的高

度认同。 开幕式当天，黄宾虹家族后人、
黄宾虹学术研究会会员、以及从全国各

地赶来的黄宾虹文化追随者济济一堂。
曾祺还举行了专题讲座“如何看黄宾虹

山水： 笔墨演义背后的传统文化学养

与西方文化参照”，对黄宾虹文化展开

深入探讨。

“猎狐2016”共抓获951名境外逃犯
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 （记者白

阳） 记者 25 日从公安部获悉， 在 “猎

狐 2016” 专项行动中 ， 公安机关共从

72 个国家和地区抓获经济犯罪等境外

逃犯 951 名， 其中 19 人为 “百名红通”
人员。

在这 951 名境外逃犯中， 公安机关

缉捕或配合缉捕 “百名红通 ” 人员 19
名， 协助缉捕职务犯罪逃犯 67 名、 走

私犯罪境外逃犯 51 名； 成功引渡 8 名

境外逃犯， 并实现中秘、 中法间首次引

渡； 境外追赃 9.99 亿元。

全国公 安 机 关 还 会 同 中 国 人 民 银

行组织开展打击利用地下钱庄 转 移 赃

款专项 行 动 ， 破获重大地下钱庄及洗

钱案件 380 余起 ， 打 掉 地 下 钱 庄 窝 点

500 余个。
据介绍，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国

公安机关不断深化境外追逃追赃工作，
已累计缉捕境外逃犯 2488 名。

公安部副部长 、 “猎狐 2017” 专

项 行 动 领 导 小 组 副 组 长 孟 庆 丰 表 示 ，
“猎狐 2017” 专项行动将继续以 “压存

量、 控增量、 追逃追赃并举” 为目标，

推进境外追逃追赃常态化、 专业化、 精

细化。 既大力抓好缉捕工作， 紧盯在逃

时间长、 缉捕难度大的经济犯罪逃犯，
全力追逃追赃， 又坚决遏制逃犯增量，
全力做好防逃控逃、 查赃控赃工作。

记者获悉 ， 公 安 部 在 开 展 “猎 狐

2017” 专项 行 动 的 同 时 ， 还 将 配 合 中

国人民银行 、 中央组织部等部 门 组 织

开展 “防范 、 打击利用离岸公 司 和 地

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 ” 专项 行 动 以

及违 规 办 理和持有因私出国 （境 ） 证

件治理工作。

360°观察

■本报记者 赵征南
驻苏记者 叶志明

3 月 25 日 14 时 左

右，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土右旗沟门镇北只图村向

阳小区一栋居民楼突然发

生天然气管道爆炸， 其中

一个单元整体塌陷。 当地

政府初步确认， 爆炸已造

成 3 人 死 亡 ， 4 人 重 伤 、
21 人轻伤。

目前， 有关部门正在

积极组织救援， 事故原因

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

内蒙古一居民楼
天然气管道爆炸

“健康守门人”撬动分级诊疗最后一公里
（上接第一版）

全科医生遇到最好的时代

长期以来， 由于就医习惯等因素，
患者不信任基层医院， 且在医疗机构间

转诊难。 上海将家庭医生制度作为构建

分级诊疗体系的重要突破口， 通过政策

引导与优质服务， 吸引签约居民在社区

首诊。 家庭医生制度， 正在成为撬动分

级诊疗的重要推动力。
目前全市已有 215 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正式启 动 了 “1+1+1” 签 约 （即

居民签约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 一

家 区 级 医 疗 机 构 、 一 家 市 级 医 疗 机

构 ）， 签约居民在 “1+1+1” 组合内可

任意就诊 ， 如需到组合外就诊 的 ， 通

过家庭医生 （或签约医疗机构） 转诊，
还 可 享 有 一 系 列 优 惠 服 务 。 2016 年 ，
签约居民年内门诊就诊接近 80%发生

在 “1+1+1” 签 约 医 疗 机 构 组 合 内 ，
超过 70%发生在全市各社 区 卫 生服务

中心 ， 约 60%发生在其签约社区 卫 生

服务中心。
昨天， 上海华东医院与长宁区卫计

委签定 “深化纵向医疗资源整机制， 全

面支撑社区家庭医生工作” 框架协议：
按长宁区 10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不

同需求， 华东医院组建各具特色的专家

团队， 以 “一对一” 结对的方式， 为社

区提供全方位指导。 华东医院院长俞卓

伟介绍说， 在强化专家团队对家庭医生

支撑的基础上， 团队组长担任家庭医生

顾问， 提供 24 小时咨询服务， 当好家

庭医生 “背后的医生”。
为了让社区家庭医生更接地气， 上

海有 57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了全

科医生的培训任务 。 目前 ， 上 海 共 有

7000 余名全科医生 ， 已提前达到了每

万人 2 名全科医生的标准。 与此同时，
上海还为全科医生建立了专设的职业通

道， 将全科医生在职称序列中单列， 同

时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级职称与中

级职称比例 ， 高级职称比例从 原 先 的

3%—5%提升至 5%—8%， 中级职称比

例从 25%上升至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