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新华每日电讯/2020 .5 . 15/星期五/第 452 期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值班责编：李牧鸣 刘小草

邮箱：worthreading01@163 .com 电话：（010）88051377

版

世界博物馆日，不见不散

5 月 18 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博物馆日。届时，《草
地》副刊将邀请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敦煌博
物馆、河南省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西藏牦牛博物馆、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西南联大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
和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诸位馆长、专家、策展人、讲解员、
志愿者，带您云游博物馆。请扫描本报 1 版二维码，关
注“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号，不见不散。

本报记者王文化

永定河，“活”了。
经历数十年大部分河道干涸后，这

条源自山西、流经河北、哺育北京、汇入
天津的河流，5月 12 日水头已漫过北京
与河北交界处，很快即可重见全线通水。

河道里水头奔涌、河岸上人头攒动，大
量视频在一个个手机屏上闪烁——原来永
定河真的是一条河。

人们已许久没看到永定河舞动的身
影了，这身影里曾蕴含慈爱，曾显露暴
怒，无数悲欢、复杂况味、诸般记忆本已
风干在裸露的河床上，随着水流复起，依
稀浮现。

不过，这次水流并非永定河自身来
水，主要是从流域外引来的客水。引客水
的目的是为了让永定河真正“活”过来，
恢复全流域生态系统，常年不断流。为实
现这一目标，沿岸已付出许多努力，还在
用心争取。

土肥原系黄沙过

从远古流来的永定河，和人类亲密
接触后有过 13 个名字，小黄河是永定河
的曾用名之一。

这次来水引自黄河。通过万家寨引
黄工程调引黄河水，从 3月 15 日开始，
山西册田水库开闸放水，将生态水源源
不断地汇入到永定河上游。

说来永定河与黄河颇有渊源。
永定河上游为桑干河，在河北与洋河

交汇后称永定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县管涔
山北麓，旧志称其发源于管涔山天池，不
准确，天池在管涔山南麓，属汾河发源地
区域，将桑干河和汾河发源地隔开的山叫
分水岭，传说两河发源地隔山潜通。

据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北魏孝
文帝曾在天池做过实验，“以金珠穿鱼七
头，放此池，后于桑干源得之。犹为不信。
复以金缕拖羊箭，射大鱼。久之，又于桑
干水得所射箭。乃知潜通之说不虚矣。”

明廖希颜《三关志》称：有人乘车过
天池，车被风刮到水里，后来在桑干源找
到了车轮。清人曾有诗云：“天池飘坠车
轮在，金珠又见七鱼穿。出入潜没真奇
绝，混混日夜昆仑泄。”

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永定河与
黄河的渊源还不止于此。永定河主要支
流洋河发源于内蒙古，近现代多名中外
学者认为，古黄河在河套平原向东接洋
河，之后由于地壳变动才转向南，也就是
说洋河本为古黄河故道，

有关永定河的文献记载可以上溯
2500 多年，永定河形成则是几百万年以
前的事了。在漫长的岁月里，和黄河一
样，永定河也从黄土高原携带泥沙涌向
下游，久而久之，形成洪积、冲积扇，河流
不断改道，洪积冲积扇逐渐发育，慢慢地
连为一体，成为平原，地质学上称北京
平原。

20 世纪初，美国地质学者维里士
（Bailey Willis）来到北京，他考察了
这个“C形”环山的名城，写道：“中国的
东部，自北纬 40 度起，有大平原向北入
丛山，形如海湾……从平原以视，其四围
之山岭，犹海湾之于石壁。”他将之称为
“北京湾”。

叶良辅先生在《北京西山地质志》中
引述了维里士的见解，认为把北京平原
命名为北京湾，“似乎正当。此言可想见
平原之形状也”，并进一步研究认为“北
京湾乃为河流泛滥之平原矣”。

这条河流是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
永定河之名为 1698 年康熙皇帝所

赐。康熙为永定河花了不少心思，也常在
河上流连吟咏。比如这首《舟中观耕种》：
“四野春耕阡陌安，徐牵密缆望河干。土
肥原系黄沙过，辛苦先年挽异澜。”第三
句是说永定河泛滥带来黄沙淤积，治河
之后土壤肥沃适于耕种。

这句诗也道出了永定河与北京最深
层的联系，永定河冲积形成平原，为人们
提供了可生息繁衍的土地。

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狩猎耕耘，聚
落在永定河边慢慢扩大。

去年 12月 30 日京张高铁开通，但
想坐高铁从石家庄到张家口，要先到北
京西站再转北京北站（或清河站），无形
中增加了在北京的停留时间。这一情况
可以说古已有之。

北京一带是自然形成的交通枢纽，
太行山东麓大道（今京港澳高速方向）、
居庸关大道（今京藏高速方向）、古北口
大道（今大广高速北段方向）、山海关大
道（今京哈高速方向）交汇于此。而永定
河横亘其中，行人至此，难免盘桓。渡口
交通需求使聚落规模扩大、功能增强。

先民们选择距永定河渡口不远，又
能回避洪水侵扰，还可保证水源供应的

所在居住，这就是蓟丘。它是永定河渡口
东北方约 10 公里的一处高地，生长着多
刺的野生植物大蓟。后来，人越聚越多，
形成城市，称为蓟。

《礼记·乐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
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说的是周武
王灭商后将黄帝的后人（《史记》称是帝尧
的后人）封在蓟。蓟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

蓟丘在白云观附近。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认为，蓟的

原始聚落“到正式建立为诸侯国的时候，
就完全具备了城市的功能，因此也就可以
认为是建城的开始”。而今，在广安门南护
河西岸有个纪念碑，碑顶上书：“北京城
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

蓟形成城市功能，与永定河密不可
分。之后，战国燕都、辽南京城、金中都城
都是在蓟城的基础上发展的。城市能够
发展，水源举足轻重。据《水经注》记述，

永定河古代在北京一带多次改道或分汊
漫流，为城市提供了丰沛水源。

这次永定河来水，水头在干涸的河
床上自由流淌，倒有一丝古永定河遗风。
远古以来，永定河道在北京湾里来回摆
动，如今北京城内河流、湖沼大都是永定
河故道遗存，如凉水河、龙河、凤河、天堂
河、莲花池、积水潭、北海、中海，等等。比
如蓟城西北原有个大湖，也称西湖，为众
多泉水汇聚，曾是永定河的潴水湖，是蓟
城主要水源，遗迹为今莲花池。

莲花池本已干涸，1981 年设计北京
西站时原本拟占用，侯仁之先生力主保
护，最终西站建设增加了 14 亿拆迁费，

位置向东北方向移动 100 多米，留住了
莲花池旧址，还设法保留了一个水面，算
是对这个最早滋养北京城的地面水源进
行纪念。

永定河水给人们带来的也不光是
滋养。

伤心最是桑干水

永定河曾用名还有浴水、台水、桑干
河、高梁河、浑河、卢沟河、无定河等。其
名无定，是因为泥沙含量大，淤积严重，
河道不定。

历史上，水灾是北京一带危害最大
的自然灾害，其中永定河泛滥造成的灾
害最严重。

永定河从高原流下，于河北怀来官
厅村附近冲进重重山脉，在山峦中奔涌
100 多公里，海拔连续下降，水势不断增
强，到北京门头沟三家店出山。水量大
时，落差加上峡谷效应，水流湍急，在一
望无际的平原上形成难以抵挡的力量。

从史料中统计北京水灾显示：元代
97 年，发生水灾年份 52 个；明代 276
年，发生水灾年份 116 个；清代 267 年，
发生水灾年份达 129 个，其中特大水灾
5 次，永定河占 4 次。

康熙七年（1668 年）七月，连日大
雨，冲开永定河大堤，水流涌进京城。据
记载：“（洪水）直入正阳、崇文、宣武、齐
化诸门。午门浸崩一角。五城以水灾压死
人数上闻，北隅已民亡一百四十余人。上
（康熙)登午门观水势……”

如同一部“灾难大片”。时人彭孙贻
著《客舍偶闻》中记述：宣武门一带水深
五尺，洪水漫过城壕，淹没桥梁，水声如
雷，水势似泻。有卖菜者，被激流冲过城
门，人和货担转眼无踪。有骑骆驼者，被
冲进御河，人抱树得免，骆驼淹死。宣武、
朝阳等城门一带，城外淹死者的尸体漂
流进城。路上水大不便骑马，汉族官员多
坐肩抬的小轿，满族官员按例不能乘舆，
就找人牵马而行，官员坐在马背上跷着
脚以免湿鞋，有个侍郎太胖跷脚困难，找
了个大澡盆用人推着上朝。卢沟桥以下
良乡、涿州、霸州都被洪水淹没，经过 20
多天才退去。

触目惊心，康熙把治河和平定三藩、
漕运一起列为亲政后的头等大事，命人
刻在大殿廊柱上，时时警示。

在全国大的战事基本平息之后，从
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起直到他去世，
30 年的时间里，康熙亲自主持对永定河
中下游进行了多次治理，较大的工程有
7 次，尤以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的治
理最有效。

那年二三月间永定河自新城九花台
漫决，霸州受灾。康熙到灾区看到，田亩
淹泡，民多失所，以水藻为食，生计困难。
深为怜悯，令直隶巡抚于成龙（字振甲）
勘察详情，决定以挑河筑堤的方式进行
治理，工程浩大，共占民地 139 顷 62 亩，
用银 3 万两，挑河 145 里，南岸筑堤 82
里，北岸筑堤 102 里。到 7月 21 日，工程
完工。于成龙上书康熙：“乞赐河名，并敇
建河神庙。”康熙下旨：“照该抚所请，赐
名永定河，建庙立碑。”

康熙御制碑文，称“念兹永定河，其

初也无定。盖缘河所从来远……夹山而
下。至都城南，土疏冲激，数徙善溃，颇坏
田庐，为吾民所苦。朕甚悯之……”文中
记述治河情况后，赐名还封了河神。“名
曰永定，封为河神。”

康熙敇建的永定河神庙址在卢沟桥
旁，今已无存。他儿子雍正也建了一个河
神庙，在今首钢制氧厂西南角，尚存碑
亭，内有雍正御制碑文，其中称永定河的
敇封从康熙开始，不确切。

正史记载，永定河获得的第一个册
封是安平侯。《金史·礼志》载：“有司言，
卢沟河水势泛决，啮民田，乞官为封册神
号。礼官以祀典所不载，难之。已而，特封
安平侯，建庙。”

看来这次册封还有点曲折，《大金集
礼》中说得详细些，大致情况是，1179
年，有人提议永定河造成灾害，要册封它
（类似招安），但管事的比较认真，提出册
封应该是五岳那样的名山，永定河这样
的“山林川泽”之神，有功德才能封，因造
成灾害而封，不合适，金世宗就没有册
封。1185 年，永定河又发了大水，皇帝组
织抗洪失败。1187 年，册封下来了。

管事的太死板，都城建在河边，永定
河就不是一般的“山林川泽”之神了。到
了元代，忽必烈又两次册封，河神由侯晋
升为公，称显应洪济公。

忽必烈所封是桑干河神。从隋唐到
元明，永定河不止一个名字，但桑干河
（或桑干水）之名一直是对永定河上下游
的统称。永定河从雁北地区流到渤海附
近，全长 700 多公里，这一区域地处游牧
与农耕文明交汇地带，除了水灾，它还以
桑干河之名留下许多人文记忆。

唐刘皂《渡桑干》“客舍并州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又渡桑干水，却望
并州是故乡。”宋苏辙《渡桑干》：“会同出
入凡十日，腥膻酸薄不可食。羊脩乳粥差
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唐宋时期，桑干
河是边远之地，渡桑干总是让远行客心
旌摇曳、感触良多。

《全唐诗》中，含有桑干之名的作品
颇有一些，多与战事有关。骆宾王“边烽
警榆塞，侠客度桑乾。”王昌龄“将军降匈
奴，国使没桑乾。”李白“去年战桑乾源，
今年战葱河道。”

“伤心最是桑干水，血溅流澌去未
涯。”这句诗的作者是明代沈炼。电影《绣
春刀》中主人公是明代锦衣卫沈炼，历史
上这个沈炼也有锦衣卫经历，但他不是
武林高手，是以死抗争权奸严嵩的一代
名臣。他被贬居桑干河畔的河北怀来，后
在那里遇害。

休教东入紫荆关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及北京市
延庆区）是官厅水库的所在地。这个新中
国建设的第一座水库改变了永定河。

康熙赐名“永定”，在治河上也确实
很用心，挑河筑堤工程完成后，次年夏连
降大雨，堤防有坍卸，他深感不安，10月
亲往勘察，在郭家务村南大堤上，自己用
水平测量仪在冰上测验，发现问题告诉
官员：“此处河内淤垫，较堤外略高，是以
冰冻直至堤边。以此观之，下流出口之
处，其淤高必甚于此。”要求春水发前进
行疏通加固，并提醒加固河堤时不能从
近处取土，“若取土成沟，水流沟内，有伤
堤根”。

永定河在康熙执政后期不再“无
定”。《畿辅通志》称：“湍水轨道横流，以

宁三十年来河无迁徙，此古所未有也。”
并非过誉，但这河也没能“永定”，1912
年到 1949 年，北京发生了 6 次大水灾，

全部与永定河有关。
1939 年 7月北京地区连降暴雨，永

定河在卢沟桥以下多处决口，洪水在良
乡、房山、大兴泛滥成灾，仅良乡、大兴就
有 5 万户受灾，2 万户倾家荡产，京汉、
京津铁路被冲断。8 月 31 日《大公报》
载：“自北平南郊至保定，茫茫无边际。”
9月 2 日《申报》称：“无家可归者已达数
百万。”10 月 18 日《字林西报》报道：
“（津浦）铁路以西乡野，极目所见者类似
大湖沼，偶有地面村落较高之房屋，犹在
水中，若海中岛屿然。秋季之谷类，以及
日方期望至高之著名棉花，均已全
毁……秋收全告绝望……粮食断绝……
则地面积水，未必能在明年夏季降水之
前退尽，故另一季收成亦将无望，而灾荒
至少将历两载也。”

1949 年 11月，新中国成立刚一个
多月，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在全国解放
区水利联席会议上，审议了永定河流域
整治开发计划，决定立即报请中央尽快
考虑治理永定河和修建官厅水库。次年，
周恩来总理主持批准修建永定河上游的
官厅水库，以控制永定河的洪水，并作为
首都水源。

1950 年 8月 24 日，周恩来在中华
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说：“华
北的永定河，实际上是无定的，清朝的皇
帝封它为‘永定’，它还是时常泛滥。不去
治它，只是封它，有什么用？”

1951 年 10 月，官厅水库破土动工。
在永定河上游官厅山峡建筑水坝治

水，不是当代人的创意。
乾隆六年（1741 年），直隶河道总督

高斌提出上拦、中泄、下排的永定河治理
方案。上拦就是在永定河上游“就近取
石，堆叠玲珑之坝，以勒其汹暴之势，则
下游之患，可以稍减”，并主张“层层截
顿，以杀其势”。第一次将永定河的治理
思路引向上游，高斌的建议得到实施，在
怀来等地建了三处玲珑坝，但堆砌的石
坝后被冲毁，没有发挥多少作用。

同治十二年（1873 年），怀安知县邹
振岳给永定河道上书《上游置坝节宣水
势禀》，指出永定河水患主要在于上游水
太骤，下游不能容，再次提出在官厅山峡
筑坝的建议，并指出高斌筑坝失败主要
是因为是乱石堆砌，应建筑整齐坚固的
大坝。永定河道组织实地调查，认为花费
太大、涉及问题多，否决了这一建议。之
后左宗棠负责永定河治理时，倒认可邹
振岳的想法，不过限于当时的条件，没能
有效实施。

官厅水库工程是当时举国瞩目的重
大水利工程，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援。库
区 111 个村，5 . 2 万多人服从建设需要，
分散到张北、尚义、涿鹿、怀安等 8 个县。
其中张北、尚义属坝上地区，高寒贫瘠，
自然条件与怀来相差甚远，但移民都很
快进行了搬迁。近年在坝上采访，还常遇
到当年官厅水库的移民家庭。

1953 年汛期前，官厅水库大坝建成
蓄水。这年 8 月份，永定河上游发生洪
水，洪峰流量达每秒 3700立方米，水库
拦洪后下泄流量减少到每秒 800 立方
米。高斌提出的上游拦阻以解决永定河
水灾的设想，212 年后，得以实现。

1954 年 4月，毛泽东主席到官厅水
库工地视察。1954 年 5 月 13 日，官厅水
库举行竣工庆祝大会，水利部部长傅作

义讲话。他说，官厅水库的落成是把水害
变成水利的重要工程，是改变自然面貌
的不朽事业，全国人民都会记得和感激
这件事情的。讲话后，他把毛泽东主席亲
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的
金线刺绣锦旗授予水库的建设者们。

官厅本是村名，现在是一个镇，据传
明代在此设有“把水官”监视水情，故名官
厅。1958 年秋，叶剑英元帅到水库参观，即
兴题诗：“凶洪制服堤千尺，发电功能水一
轮。永定河今真永定，官厅不靠靠人民。”

在这一年，桑干河上开始建设册田水
库，上游层层拦蓄的格局逐渐形成。之后，
随着社会发展，用水量增大，永定河下游
水量逐渐减少，直至干涸。

5月 12日，从册田水库放出，流经官
厅水库等的永定河水流出北京，进入河北
固安。这表明 170公里的永定河北京段 25
年来第一次全线通水。这一天不少固安人
赶到河边看水、拍摄、发朋友圈。

500 多年前，固安人苏志皋任山西
按察使，曾在桑干河边作诗云：“吾乡最
苦桑干水，今日寻源到此间。说与山灵牢
记取，休教东入紫荆关。”

青山绿水万家邻

卢沟桥名字来自卢沟河，卢在这里
是黑的意思，卢沟河是说河流浑浊不清，
而永定河还有一个曾用名——清泉河。

清泉河之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使用，卢
沟河之名出现在金代以后。河名更替，反映
着永定河环境嬗变。
辽金之前，永定河流域森林茂密，生态

环境较好。从宋辽绘制的一些地图中，还可
以看到永定河流域的森林分布，如《晋献契
丹全燕之图》中，在今延庆、怀来、宣化北部
绘着茂密森林，注明“松林广数千里”。

从辽金开始，北京地位不停提升，城
市规模不断扩大，基础建设和社会生活
对木材和土地的需求相应增加。美轮美
奂的建筑兴起，成方连片的林草衰减。

《大金国志》记载：金太宗天会十三年
（1135 年）曾组织 40 万人到蔚州伐木。
元大都建筑宏伟，当时有民谚称“大都
出，西山兀”。明清北京周边山林都有专
门的伐木烧炭机构，清代西山煤炭开采
也破坏了植被。

目前所见，永定河水灾的最早记载，
是西晋元康五年（295 年）。但辽金以前，
水灾的记载总体上不多，辽金以后永定
河水灾的记载增加，说明流域森林砍伐
过多，水土流失加剧，河水携带泥沙量提
升，淤积速度加快。

为建城伤了河，河反过来也要伤城。
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所说：“我们不
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
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
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
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
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
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恩格斯举的例子有美索不达米亚、希
腊等地人们为增加耕地砍森林，结果没了
森林也失去了贮存水分的中心，最后成了
荒芜之地，与永定河的情况有些类似。恩
格斯说：“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
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
确运用自然规律。”这在永定河的实践中
也有了体现。

官厅水库建成后，从 1958 年开始永
定河基本没发生过大的水灾，且为北京城
的供水供电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但 20世

纪 70 年代后永定河上游来水不断减
少，三家店以下常年断流，干涸的河床
成了风沙源。20 世纪 90 年代后，污水
和废弃物增加，官厅水库水体污染加
重，1997 年退出北京饮用水供水系统。
永定河源头在管涔山北麓朔州市

神头泉，这个泉最大流量曾达到每秒
9．28 立方米，上世纪 60 年代后开始
不断衰减，到 2013 年的流量降低到每
秒 3．69 立方米。当地管理部门介绍
说，人为因素是造成水量减少的最主
要原因。如植被破坏，水开采量过大，
采煤时的排水漏水等。

尽管如此，源头附近的桑干河，河
水宽六七米左右，是记者沿桑干河——
永定河行走所见原生状态最好的一段
河流。从源头下行 60公里到应县，虽未
出朔州市，但桑干河从上世纪９０年代
起就开始断流，农民浇地要从上游水库
买水。再走１００多公里到河北境内，前
些年干涸情况更为严重。

拯救永定河行动早已开始，国家
制定了《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规划》，在上游河北、山西等地
开展工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水土保持
等工作。到 2003 年，河北张家口、承德
两市年减少废水污水排放 800 多万
吨，蓄水保水 200 多万立方米。

从 2003 年开始，水利部协调河
北、山西两省连续 6 年向北京集中输
水，累计输水 3 . 1 亿立方米。与此同
时，河北、山西关停了永定河上游一批
污染企业。北京市在官厅水库三个入
口处建设了湿地。2007 年，官厅水库
恢复为北京饮用水源地。

2016 年，国家发改委、水利部、国
家林业局联合制定《永定河综合治理
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提出用 5 至
10 年时间，逐步恢复永定河生态系
统，将永定河打造为贯穿京津冀晋的
绿色生态廊道。

2017 年，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
修复全面实施，6月，首次从黄河向永
定河进行生态补水，桑干河山西段实
现了全线通水。

2018 年，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
司组建成立，建立了政府与市场两手
发力的流域综合治理新机制。

2019 年，永定河生态补水 3 . 45
亿立方米，300天以上不断流的通水河
段达到 513公里。

今春，永定河引黄水量和补水规
模为历年同期之最。

为保证生态补水的顺利，沿岸进
行了不少努力。如朔州市对可能影响
正常补水的情况进行排查整治，对沿
河主要引水、提水的设施和险情险段
实行专人专管，防止跑水、漏水。流域
生态恢复的努力也在紧张进行。
生态补水使永定河沿线河道周边地

下水位整体上有不同幅度回升，北京山
峡段地下水位上升明显，门头沟区部分
泉眼停喷 30年后已开始复涌。
永定河北京段全线通水后，三家店

以下形成水面面积 2100公顷，和补水前
相比，永定河门头沟至大兴西麻各庄沿
线地下水埋深平均回升 2.07米。

“青山绿水万家邻，一井川原画障
新。紫塞风光推独擅，锦城佳丽入横
陈。”元人李溥光这首《漯阳道中》描绘
的是永定河沿岸的风光，这里也曾秀
美宜人。只要用心努力，有望将水流留
下来，将永定河留下来。

永永 定定 河河 的的 复复 活活
55 月月 1100 日日永永定定河河来来水水。。 石石秀秀英英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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