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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晋宁
我们向水学习什么我们向水学习什么？？

我们要向水学习和致敬。
水是一种无所不在、具有许多优秀品质

的物质。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生存在这个星
球最宝贵的物质。

水是生命之源。没有了水，一切生物都
将很快枯萎并走向死亡。水不仅是我们的
生命之源，还是我们有质量有尊严有品位生
活的源泉。没有水的积聚，哪里来的长江黃
河孕育华夏子孙？

水还可以无缘无故地孕育出生命。有
个现象很奇怪：一片干枯的坑洼，一旦积了
水之后，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水量，不知什
么时候就会有小鱼小虾等水生动物在里面
游来游去。也不知道这些生命是从哪里来
的，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很是神奇。

水孕育了万物，但她从不夸耀，任何时
候都低调行事。它滋润大地采取的是“润物
细无声”的方式，毫不张扬，默默无闻。源于
高而奔于低，居于上而趋于下，从不恋高
处。因为它深知“高处不胜寒”的道理。正
因为水千百年来，无时不刻地保持它固有的
低调行为风格，才能使自己“万古而芳流”，
生生不息。才能使自己由千百条不起眼的
涓涓细流，渐渐汇集成浩浩大江大河大海。

水是一切艺术和人们精神生活的源
泉。人们形容漂亮的少女的词是“水灵灵
的”。没有水的城市，缺少灵动、清秀、灵
魂。没有水，人们的精神生活该是多么贫
乏。没有水，哪来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
王维“黄河远上白云间”、杨慎“滚滚长江东
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些能拨动人心弦的
篇章供人欣赏，陶冶情操。没有水的西湖还
叫西湖吗？那叫“西坑”。但水从不“邀功请
赏”，从不“居功自傲”，也从不抱怨自己“任
人宰割”。

锲而不舍是水天生的性格。不管在哪
里的水，都很顽强地寻找东方。因为东方的
大海是水的归宿。长江源、黄河源，一滴滴
水慢慢地汇成小溪，一条条小溪又慢慢地汇
成江河，始终保持向东归入大海的趋势。我
们要向水学习这一品格，在人生的道路上百
折不饶，沿着自己选定了的道路和看准了的
目标奋勇迈进，直至达到目标。

水适应自然、适应环境的能力特别强。
常温时，它是液态。零下时，它变成冰，以固
体的形式存在。温度高时，它又变成气体，
以雾状的形态仍旧存在。水是不灭的，它生
命力罕见的顽强。

洗刷别人，污浊自己，这便是水的包容
气度。污泥浊水，并不是水的真实形态，而
是来自大自然形形色色的物质玷污了水的
纯洁。纯静的水，什么颜色也没有，什么杂
质也没有，什么味道也没有。经过人类以及
动物、植物使用之后的水，虽然变成了废水、
脏水、油水、毒水，带各种各样颜色和味道的
水，但经过大地的过滤、时间的沉淀，仍然能
变回原来的模样，仍然清清白白。水毫无怨
恨，包容一切，荡涤一切，
把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包
围起来，裹携而出。这就
是人们常常讲的“大海的
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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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贺知章外，“唐宋八大
家”中的王安石知鄞时在广德湖
踏勘过，曾巩为广德湖作过传
记，还有万斯同、全祖望等文化
名人都留有诗作，还有“四明庆
历五先生”在当地办过书院，还
有……

几年前，笔者随水文化研究
会会长沈季明先生一起去集士港
镇农口部门商谈如何开展“3·22”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活动事宜。

其间，主人邀我们游览了当
地的集士公园，并客气地表示，
能否帮他们为公园“注入”一些
水文化。

在获悉我们所在位置即为
当年广德湖核心圈时，笔者脱口
而出，将公园名改为“广德湖遗
址公园”！

此后，呼吁建遗址公园的想
法一直念兹在兹，尤其是对广德
湖的了解有所增加后，更是日益
强烈。

去年5月，宁波出台了大运
河（宁波段）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实施规划，其中提到，要启动建
设大运河（宁波段）国家文化公
园工程，可谓实质性的“利好”。
不了解的朋友可能会问，这和文
章中提出的所谓广德湖遗址公
园有关系吗？

太有关系了！因为历史上
广德湖曾经是浙东运河的重要
航道之一。曾巩在《广德湖记》
中，有一句很明确的表述：“舟之
通越者皆由此湖。”对此，可能又
会有朋友不解：广德湖怎么和运
河扯上关系了？其实所谓运河
通常与自然水道相连，如著名的
灵渠，全长约34公里，其中人工
开凿的仅为5公里左右，而整个
灵渠即可称之为运河。

所以，把建广德湖遗址公园
和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联
系起来，既没有牵强附会，更不
是“傍”大项目。可以这么说，在
未来的国家大运河文化公园中，
若有一段“广德湖遗址公园”应
该是很自然的事！

显然，遗址公园不能仅仅是

一个遗址，它还应该有故事。有
关广德湖废圮事宜，曾经上达天
听。史载，其时“蔡京当国，诏天
下守，令能增赋者得优擢”，宋政
和七年（1117），原本应以馆学士
身份去知隋州事的明州人楼异
（他知道江南富庶，想回家乡当
官）借面辞宋徽宗之机，奏请将
广德湖开垦为田。“废莺脰湖为
田，可益赋四万石”（广德湖又称
为莺脰湖）。

治国无能的宋徽宗正面临
内忧外患，一听有此等“好主
意”，立马当廷准奏，随即将楼异
改任明州知州，命楼异督办此
事。于是楼异扯虎皮作大旗，奉
旨废湖。

1118年，浩渺的广德湖随
着碶开闸提，很快就水流土出，
被垦为农田……

为撰此文，笔者几度走访了
当年广德湖核心水域，今为集士
港镇的湖山村、岳童村、万众村
等多个地方。

如今，若想在当地建一个广
德湖遗址公园，有太多的历史文
化资源可挖掘。如现收藏于广
德庵的宋徽宗御笔碑，堪称国宝
级文物。

笔者在走访中还发现，纪念
楼异的丰惠庙，纪念任侗的白鹤
庙（原称昭應伯庙），始建于约
800年前的广德庵，广德湖时期
的两座孤岛，即如今的望春山和
白鹤山，还有从万众村一直延伸
到古林，全长5公里多，据称是
当年广德湖的原湖堤——夹
塘。此外，还有一大批非物质的
包括文史资料，乡贤义举事迹、
田螺姑娘等民间传说，这些正在
失去的历史，也亟需去研究、挖
掘、整理，同时更需要保护！

因此，若能有一个广德湖遗
址公园，不仅能维系乡愁，还有
望成为一个科普
学习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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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提供过热情帮助
的汪丽萍、孙能军
等朋友谨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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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良京何良京
建个广德湖遗址公园如何建个广德湖遗址公园如何？？

——唐·贺知章《广德秋泛赋》

泽国秋晴，天高水平，遥山晚翠，极浦寒清，循游
具区之野，纵泛广德之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