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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故里，东乡风韵，历史悠久，滨

江城镇。作为上海母亲河黄浦江边唯

一以“浦江”命名的街镇，浦江镇蕴藏着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红色文化、海派

文化、水利文化、城隍文化、农耕文化、

开河记忆在黄浦江东岸源远流长。

近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和闵行区政协主办，浦江镇人民政

府承办、浦江郊野公园协办的叶宗行

与“黄浦夺淞”亮吧雅集，在浦江郊野

公园举行，各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以“江浦合流第一人”叶宗行的视野，

寻迹黄浦江的前生今世，共话城市历

史文脉和更新发展。

叶宗行，字宗人，生活于明朝初

期，原籍上海县叶家行（今闵行区浦江

镇正义村）。永乐年间（1403-1424），

吴淞江淤堵严重，两岸水患频仍，地方

苦不堪言。他善治水，全力辅佐当时

在松江府治水的户部尚书夏原吉进行

治理。那时太湖水泄洪入海主要依靠

吴淞江，叶宗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水利

改造方案，即“治浦为先”，放弃已成痼

疾的吴淞江河段，挖深挖宽范家浜，使

范家浜南接大黄浦，北接吴淞江近海江

段，使黄浦江在今浦江闸港一带形成

一个几近九十度的大直角北上，从此

把上海分成浦东、浦西。至此，“江浦

合流”，“黄浦夺淞”，冲泻入海。这个

治水方案被朝廷采纳，并付诸实施。

闵行区政协主席祝学军这样看：

叶宗行的“江浦合流，北上入海”之策，

使黄浦江水流更加澎湃，商船行船入

海航行更加通畅，由此上海商业贸易

逐渐发达，为日后上海东方大港的建

立和上海地区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他

建议进一步挖掘叶宗行的事迹与精

神，以设立塑像、拓宽纪念馆等形式弘

扬传播其优秀品格，让人民群众铭记

传承本土优秀历史文化。

浦江镇党委书记陶兴炜表示，叶宗

行治水精神，是浦江人的精神内核之

一，是一种追求、一种形象、一种品牌，

对内具有强大的聚合力，对外具有强大

的影响力。传承历史，弘扬精神，推动

发展，也理所当然成为每个时代每位浦

江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绚丽多彩，文化之城

在浦江传统民俗的历史传承中，

浦江独特的东乡文化，展现出浦江的

魅力和时代风采。在不同的革命历史

时期，浦江出现过44位革命英烈，从

召稼楼礼园的顾振烈士纪念馆，到“红

色史迹纪念地”纪念碑，浦江初心微史

馆，浦江镇始终将红色文化的继承和

发展融合——通过梳理区域内的老建

筑、老街区，做好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大

文章，讲好浦江发展的文脉故事。

去年，浦江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新址、汇中村“花田影厅”农村新型电

影放映示范点、浦连市民健身中心建

设开放，建成“一间美术馆（瑞和馆）”

等高质量文化供给更好地满足浦江群

众文体需求。

今年，浦江镇还将开展“花田”乡

村振兴系列等公共文化品牌活动，举

办群众喜闻乐见、参与度高的文体赛

事。积极挖掘“沪谚”传承人，进一步

提升“沪谚三化”；继续研发“獬豸”文

创衍生产品，深化“东乡记忆”系列文

创产品，助力推进大治河“一带六村”

人文历史空间建设。

目前，召稼楼古镇正进行二期改造

升级。未来的召稼楼会是什么样？陶

兴炜“剧透”：这里有望成为江南水乡风

格的第二个“新天地”。未来人们来到

这里，不仅能感受到一叶扁舟、田歌相

伴的江南风情；还能在充满江南古韵的

街坊里巷、河街空间中购物、休闲，观赏

当代艺术展、潮流音乐会，体验入世的

烟火气；也可在绿地和湖泊边的农场中

露营、研学、亲手务农，享受田园诗意。

“可以说，召稼楼古镇二期项目一旦开

发完成，很有可能成为上海乃至整个长

三角地区文旅的一个新地标、新爆点。”

浦江镇是上海为数不多的一二三

产高度集聚、均衡发展、集于一镇的地

区，一直以来，把宜居、宜业、宜游的城

市环境摆在现代化主城区建设的突出

位置，依托黄浦江、大治河，加快建设

城市公园体系，构建更为绿色、低碳的

城镇发展模式，打造滨江生态廊和郊

野生态带，形成蓝绿空间交织的都市

田园和公园城镇。以文旅、文创、文体

为亮点，广角度营建“文旅+”跨界融

合生态圈，以文旅融合传承文脉，塑造

城市软实力的神韵魅力。

留住乡情，拥抱未来

浦江镇大治河以南就集中了汇

东、汇中、汇南、光继、正义、永丰6个

规划保留保护村，区域总面积15.15平

方公里，是离上海中心城最近的成片

规划保留保护村区域。

不久前，浦江镇汇东村第一书记房

长斌携带村里的“葫芦”名优产品到闵行

区政府“赶集”。汇东村经过环境综合整

治，村里水清了、岸绿了、天也蓝了。

一个葫芦，串起了一、二、三产

业。汇东村正通过“党总支+企业+农

户”模式，扩大葫芦种植规模，推进葫

芦博物馆、葫芦特色食品、七彩葫芦研

学路线、葫芦灯艺术节等项目建设，鼓

励更多村民利用庭院种植、参与葫芦

生产加工等方式，努力打造集“产学

研”于一体的网红葫芦形象IP。

如今，闵行区将在这里打造大治

河以南新时代乡村振兴示范区，发展

现代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建设美丽乡

村、构建和美乡村，走出一条具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特点的城乡融合发展新

路子。6个规划保留保护村看作一个

整体，做到空间、资源的集中布局和高

效利用，将土地资源“化零为整”。

有了土地资源的保障，大治河以

南地区的农业将更加突出高科技、绿

色化发展。这里将与龙头企业合作，

形成特色品牌，努力打造“订单农业”

全产业链，积极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

推进粮食“无人农场”、蔬菜“机器换

人”等示范基地建设。

浦江镇将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

念，谋划好乡村振兴，把美好蓝图变为

生动现实。“十四五”期间，浦江镇将围

绕“一核两廊三区，中部崛起、南振北

提”的发展目标，着力推进大治河南部

“一带六村”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凸

显农业农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美

学价值，打造上海近郊后花园。

浦江镇：描绘中国式现代化浦江新图景

叶宗行官职不大，而且还是通过举荐得来的，

钱塘知县，也就相当于一个县长，如此小的一个七

品芝麻官，为什么还要谈他？主要是因为他对上

海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还有他清廉、公正

的高尚品质。在《明史》《上海县志》《松江府志》等文

献中，可以发现叶宗行的人生轨迹和重要事迹。

除了出身书香门第和治水有功，为官廉洁、清正公

平的他颇受百姓爱戴。叶宗行好的名声就传到了当时

的按察使周新的耳朵里，周新号称“包青天再世”，他一

开始不相信，就偷偷跑到了叶宗行的家里，发现家里什

么财产都没有，只有从老家带来的银鱼干一包。

后来，朝廷需要大兴土木，邀请叶宗行监督，并召

集浙江工匠一起进京。在进京的路上，叶宗行得病去

世。周新听闻后，悲痛数日，写了祭文缅怀叶宗行，其

中一句“钱塘山水与公万古俱清”，颇为世人认同。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牟振宇

钱塘一叶清，叶宗行治水与为官

上海地区的河流水系，古今变化很大。明代前

是吴淞江水系，明代永乐年间被黄浦江水系取代。

在这个时间点完成转变，叶宗行起了很大作用。

宋代起，吴淞江开始经常淤塞了。当时人能想

到的治理方法，一个是疏浚、截弯取直，是每次治理的

常规方法；另一个是建闸，但建闸成本较高，受建闸材料

的限制，这一方法也行不通，没几年就被冲毁或废弃。

叶宗行的建议，就是放弃吴淞江的下游一段，即

今天虹口区境江湾镇以南、以东一段。疏浚、开阔范家

浜，即今天黄浦江从黄浦公园到复兴岛一段，下接原来

的吴淞江入海口入海。这样避开了明初吴淞江最为壅

塞的一段。由此形成今天的黄浦江。

叶宗行的建议，与他生活在黄浦的上游有关，他看

到了元末明初的黄浦、上海浦已经很宽阔，成为东太湖

地区主要泄水河流的可能性。这是他的观察力。他的

判断也比较准确，借用现有的、路线可能是最短的一条

河流——范家浜。

黄浦形成以后，太湖水的一部分、淞北地区的水仍

由吴淞江下泄，再通过黄浦入海。太湖水的一部分、淀山

湖、嘉兴一带的水就通过黄浦直接出海。由此形成以黄

浦为主的新水网。由此，形成了浦西、浦东的地理格局。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傅林祥

明初水系变化和浦东浦西地理格局的形成

我们纪念叶宗行，学习他，我们了解他的历

史，究竟是为了什么？

第一，我们可以把叶宗行的精神概括为治水的

精神。叶宗行不是一个人，他其实代表了一群人。

这样一群没有功名，但在背后默默无闻的人，为这个地

方，乃至于整个江南、整个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叶宗

行是他们的代表。叶宗行的这种代表着无私奉献、履

职为民的治水精神，或许应该得到更多的传扬和歌颂。

第二，我们还可以把叶宗行的精神概括为士的

精神。中国历史发展到宋，再到明清，发生了一个巨

大的变化，就是社会经济重心的南移。伴随着经济

重心的南移，这里士人的风气、士人的地位有了很大

的区别。他们是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所以从他

们的本身来说要发扬一种士的精神。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叶宗行，谈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就是学习他如何在地方上面深深扎根，他

的经历和他所代表的那一群人的经历能够给我们更

多启发。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瞿骏

叶宗行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江南渊源

古代有条为太湖及浙西众多湖泊泄水的河，

叫东江。东江原是流经由拳县城从澉浦入海的。

唐代筑了海堤后，东江倒流入吴淞江。南宋时，吴

淞江淤塞，东江被迫与吴淞江分道向东流入大

海。在它去大海的路上，从今天“闸港”地方分出一

条支流，朝北向龙华一带流去，这条河被人称为黄

浦或大黄浦。明代永乐年间，治水大臣夏原吉同

意并全力支持叶宗行的建议，将今天上海外滩一

带的范家浜和吴淞江合并，并让它继续往北流

去。为充沛新河道的冲激流量，加速大河的形成，

在东江和黄浦的交叉处筑了一座水闸，将东江上

游来的水拦住，迫使河水循着黄浦向北流去。这

样黄浦的水极为丰沛，黄浦越冲越大

越深，渐成今天的黄浦江。然而

东江之名不再，人们称它为

“闸港”。约在上世纪70

年代末80年代初被人

称为大治河。叶宗

行是“江浦合流”

第一人，我们应

当 好 好 地 传

承发扬他的

精神内核。

——浦江镇古镇公司文化顾问陈公益

闸港水闸在“黄浦夺淞”“江浦合流”中的重要作用

浦
江
镇

寻迹黄浦江前世今生

叶宗行杰出之处一是在于创新。他利用自

然，改造自然，将上游与下游综合施治。他合并不

同水流，加大来水力度，拓深水流深度，确保治理

效果。这一开创性的水利举措，不仅解除了当时

的水患，还为日后免受涝害、长治久安打下了一个关

键性基础。这套治水方案在今人看来，就如心脏搭

桥手术再造一条新的血管治堵一样，很大胆，无疑是

新颖、独特的，从根本上颠覆了前人保守的水利思

想，让人眼前一亮。

需要强调的是，“黄浦夺淞”是个持续多年的工

程，夏原吉与叶宗行之后，上海地区持续治水，这一

代又一代人的治水思路大多都与叶宗行相关。

叶宗行没有科举功名，也没有建过军功。但他

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领域，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建

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做官时间并不长，官也不算大，

但他尽心尽职，为人民谋福利，成为名副其实的循

吏，成为闵行地区的杰出人物。他是值得我们切实

纪念、深入研究、着力弘扬的先贤。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熊月之

叶宗行与“黄浦夺淞”

浦江镇有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风景如

画。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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