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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柳孜遗址的静态呈现，通济渠
泗县段是一条静静流淌的运河故道，是隋
唐大运河中现存不多的活态遗址。这条运
河故道穿越了 1400 多年，潺潺流动至今，
仍在哺育着沿河居民。沿河而行，或远或近
的历史遗迹无声诉说着这段故道当年的辉
煌。

6 公里故道保持原貌
泗县段的汴河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

一段。汴河穿泗县古城而过，向东注入淮
河。“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长相思》道出汴水
和泗县的密切联系。

泗县申遗办工作人员张伟介绍说，通
济渠泗县段有水的 28公里故道中，申遗的
6 公里故道保持着最为完整的运河原始风
貌。这段故道西起汴河与环城河东端交口
处的新虹桥，东至汴河与新濉河交汇处。
“再往西就看不到通济渠故道，被汴河大道
掩埋在地下。新濉河往东的通济渠故道在
新濉河修建过程中被占用，大量人工开挖，
失去了原貌。”在申遗办的张伟看来，这段
故道是现存隋唐大运河活遗址中最真实的

存在，有水、有堤、有渠、有桥。

千年运河仍在灌溉
位于汴河与新濉河交汇处的仿古木亭

是 6公里申遗段的东段起点，占据了这段
故道的最高点。置身亭中，放眼望去，故道
水面宽阔，小桥流水，有村民泛舟之上捕鱼
捉虾。堤坡上芦苇青青，植被茂密，既是一
道风景，又是天然的防护隔离带。故道南岸
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河道北岸村庄聚集。

离开仿古木亭，记者沿河而行，路边不
时可见片片菜园。一条长长的水管横亘在
路上，一头扎入河道，一头通往菜园。“现在
不能通航，也不做生活用水，主要用于灌溉
和泄洪。”申遗办工作人员卢灿明介绍说，
大约在南宋之后，运河渐渐失去了漕运功
能，河水主要用来灌溉庄稼，有“十里一井”
之说。沿河而行，记者发现了一口废弃的菜
园井。井口还保留着用来取水的轱辘。久经
风吹雨打，木轱辘已经严重腐蚀，千疮百
孔。“这种辘轳发明于春秋时期，这口菜园
井据考证是上世纪 30 年代修建。”卢灿明
介绍说。
“这里曹庙村的青萝卜很有名，口感

好，甜脆又多汁，我们都当水果吃。”张伟

不无自豪地表示，经历了 1400 多年后，通
济渠泗县段不仅保存着活水，而且水质不
错，实在很难得。

世代相传“杨广经过”
通济渠泗县段 6公里故道，村庄连成

一线，当地村民称之为十里长庄。对于十里
长庄的风貌，村民们口口相传一句话。“五
里一座庙，八里一座桥，十里一座井。”

东八里桥因距城 8里而得名，修建于
清中期，是保障旧泗州出城的重要桥梁。
61 岁的秦素英站在桥上，不远处，她的老
伴正划着船捕鱼。秦素英已经计算不出祖
祖辈辈在运河旁生活了多少年了，只是依
稀记得小时候爷爷告诉她，当年祖先曾亲
眼看过隋炀帝杨广坐船从此经过。

泗县当地流传着“隋炀帝，下扬州，黍
谷稷子拌香油”的传说。精通历史的卢灿明
介绍说，相传隋炀帝的龙舟到泗县境内，过
了水口魏快到枯河头时，因为河段地势较
高而搁浅了。隋炀帝和他的部下想出了“纳
黍代水行舟”的馊主意，下令当地民众供给
香油和黍稷，铺地行舟。

驱车进入江西鹰潭龙虎山核心地带，
沿木栈道拾级而上，不过百米别有洞天。

绿意掩盖的丹霞山环抱三面，村前泸
溪河水流潺潺，村口是观赏“九虎一龙壁”
美景绝佳位置，清静自然的无蚊村，隐现于
道教祖庭龙虎山的青山碧水间。

无蚊村，原名许家村，炎炎夏日，罕有
蚊虫。

无蚊村何以无蚊？
相传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天师，曾陪伴

母亲游玩借宿许家村。天师母亲刚住不久，
便被蚊子叮咬得坐立不安。孝子张天师，拿
起宝扇，口念法咒，轻轻一扇，立时但见：蚊
公蚊婆，哼着小歌；拖儿带女，逃出山窝。许
家村由此成为“无蚊村”。村里至今还设有
天师孝母坊。张天师驱蚊孝母的传说，周边
男女老少更是无人不知。

传说终归是传说，但村民们说，村子确
实少见蚊虫。

因此，人们也给出了不少猜测：一说，
村庄依山傍水而建，地势内高外低，雨水顺
势而下，村内积水无处藏身，村外泸溪活水
不断，蚊虫自然无法繁衍生息；二说，村里
多植桉树樟树，气味特殊驱散蚊虫；三说，
周边山洞内蝙蝠成千上万，夜晚进村捕食

消灭蚊虫。
冬日的村子早已不见蚊虫身影。这里

的景致，正如村里做水豆腐的能手欧阳桃
花说的，山好、水好、空气好！

青山绿水间的无蚊村，长久以来便是
游人倾心之地。改革开放前，整个龙虎山只
有这个村有船，一直都有游客在泸溪河漂
流。

改革开放后，龙虎山风景名胜区成立，
无蚊村的发展融入到景区中。泸溪河里不
能打鱼，上山砍柴渐成为历史，当年撑竹筏
的船工，现在搞起了茶馆。有人撑竹排、有
人当导游、有人做水上超市、有人开饭店
……我们一边喝着村民茶博士许木堂的金
骏眉红茶，一边听他讲述无蚊村的历史变
迁。

游客渐渐增多，村民日子逐步红火，而
无蚊村的特色没有变。
“是古朴自然的环境留住游客的脚

步。”许木堂说，“发展了，我们没有忘记传
统。村里搞起婚俗表演、望江茶楼，村里的
特色美食水豆腐、板栗糕也没有失去原来
的味道。这些，才是我们最鲜活、最有滋味
的东西。”

在这里，新与旧的处理似乎并不冲突。

泸溪河对岸便是新村，一栋栋两层小
楼，白墙黛瓦，道路通达。新村古村摆渡相
连，诗意生活共同向往。

村中漫步，没经当地人指点，竟认不出
“穿衣戴帽”后的水文监测站、林业监测站。

干净整洁的青石条道路、散布苔藓的
碎石广场、修旧如旧的老式民宅，略施粉黛
的无蚊村依然古朴自然；巧妙隐藏的污水
处理系统、绕山潜行的网络线缆、悄然挺立
的太阳能电池板，拥抱科技的无蚊村充满
生活热情。

“以前只能坐船出门，现在通了公路还
能开车。家里有了自来水，接了网络还能无
线上网。”客栈老板许小根说，“钱赚多赚少
无所谓，不能急功近利地发展旅游，要保持
好清净自然的环境。”

乘一叶小舟徜徉泸溪河，清澈的河水
无声流淌，耳边传来清脆的鸟鸣和船夫粗
犷的歌声，静静欣赏丹霞美景，默默品味悠
远宁静，群山倒影，水天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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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雪后后无无蚊蚊村村的的早早晨晨

■■汴汴河河与与新新濉濉河河
交交汇汇处处是是申申遗遗故故
道道的的东东起起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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