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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崇德向善
激励见贤思齐

乡贤是对地方有重大贡献、

有垂范意义的社会贤达，古代乡

贤是政府与乡民之间沟通的桥

梁，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支柱，也是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杰出人物。他

们既是政府的建言者、甚至批评

者，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维系

者。在社会发生动乱时，有责任

和义务协助政府稳定社会，安抚

人心；在当地发生灾荒时，则动员

社会力量开粥厂，赈灾民。

行到小桥春影碧
一泓晴水浸垂杨

墨宝如锏气如虹
丹青妙笔绘人生

风淡淡，水茫茫，动一片晴光
■练川生

乡贤04

古桥02

书画06
水是生命之源。管子曰：“水者何

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嘉

定地处长江之尾，东海之滨，是典型的

江南水乡。旧时嘉定境内有大小河道

4300余条，干河纵横，支流密布，干支

相连，构成了四通八达的水系。“几簇

人家烟水外，数声渔唱夕阳边”，宋代

诗人吴惟信的《泊舟练祁》写出了嘉定

水乡当年旖旎的风采。

水利之于农耕社会，是生产的命

脉。嘉定境内以吴淞江、浏河为主要干

河，练祁塘、蕰藻浜横贯中部，顾浦、盐

铁塘、横沥为纵向干河，形成了依赖吴

淞江、浏河的自然水系。农作物生长离

不开水，良田还要依赖水来灌溉，嘉定

作为稳产、高产的江南丰饶之地，同水

乡之地利密不可分。因为水的涵养，农

耕时期的嘉定大地，曾呈现出叶绿、花

红、竹青、禾壮的美景，真可谓“风淡

淡，水茫茫，动一片晴光。”

水也是城市发展的依托，练祁河

是嘉定的母亲河，以“流水澄清如练”

而得名，练祁也成为嘉定的别称。千百

年来，嘉定曾借助优越的地域优势，丰

沛的水资源供给，成为四方辐辏之地。

宋元时期，具有开放意识的嘉定人，就

从长江走向海洋，元代至元年间，海运

家张瑄就是从娄江出发，把南方的粮

食，通过海洋，运至北方，创漕粮海运

之先。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

洋，也是从娄江出海，扬帆远航，成就

了中国远洋航行史上的一段佳话。

然而，水又有两重性，欠则为旱，

盈则为患。嘉定地处东海之滨，常遇梅

雨、台风，丰沛的雨水带来了宝贵的水

资源，但也带来了困扰，明万历《嘉定

县志·水利考》称：“岁至夏秋之间，不

幸遇飓风霪雨，挟潮而上，漂没人民庐

舍，倏忽皆尽，故至其时，莫不惴惴然，

如寇至。”历史上，嘉定少旱灾，多水

患。治水成为嘉定的重要问题，历代官

府和民间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事业。

《尚书》有“三江既入，震泽底定”

之语，依唐代史学家陆德明解释，所谓

“三江”，即指松江、娄江、东江。松江即

今天的吴淞江，古称松江；娄江即为今

天的浏河，古称娄江，又称刘河，而东

江早已淤没。嘉定的兴修水利集中于

吴淞江、浏河、练祁塘、横沥等主要干

河，尤其是吴淞江和浏河的治理。史料

记载，元、明、清三代，嘉定治理、疏浚

吴淞江及浏河均达一百七十余次，不

仅工程巨大，而且十分频繁，平均每四

年就要疏浚一次。

嘉定的先贤，都十分重视调查研

究和治水的理论探讨。明代嘉靖年间，

一代文豪归有光寓居安亭，目睹太湖

水患对江南一带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归有光把调查的重点放在吴淞江，或

乘小舟，或步行，沿吴淞江岸进行细致

的考察，不耻下问，还吸收了前人的研

究成果，编著了《三吴水利录》，这是一

部重要的治水著作，《四库全书提要》

对此书评价很高：“有光居安亭，正在

松江之上，故所论形势脉络最为明

晰。”归有光的治水思想，对后代治水

产生了重要影响，海瑞、林则徐等在治

水时，都曾研究和参考过归有光的《三

吴水利录》。

治水也是历代地方官员的重要职

责，在治水过程中，嘉定的地方官也涌

现出一些对治水有重要贡献的代表，

嘉定人民感恩戴德，为他们树碑表功。

如明万历年间知县吴道长、钱默，清乾

隆年间知县姚学甲等，治理、疏浚境内

的盐铁塘、顾浦、吴塘、练祁河、清镜塘

等，留下惠民的政绩。

由于嘉定治水的工程量大，为有

效地组织治水，嘉定独创了夫束制度，

这个制度滥觞于明代，盛行于清代。夫

束的“夫”为壮丁，“束”即约束，即是壮

丁应按规定服劳役的意思。明代嘉定

就有“塘长”、“塘夫”的称谓，即为河

工。到清代初期夫束制度渐趋成熟，前

后执行了三百余年。

大步迈入城镇化后，嘉定除了部

分农田需要灌溉，河道的主要功能已

转化为排涝、景观及生态。但水质和水

利却遭到了严峻挑战。为满足城市发

展，嘉定曾经填河扩地，减少了不少镇

村河道，由于人口的增加和产业的发

展，未及时、妥善处理三废，导致河水

黑臭，鱼虾绝迹，水草不生。河流成为

城市环境之痛。近年来，人们终于认识

到水的重要性，以及改变现状的迫切

性，政府重拳出击治水治污，建立了河

长制，承诺年内消除河道黑臭。相信经

过若干时间，柳永笔下一个绕岸垂杨、

藕壮荷香、鱼虾成群的江南水乡胜景，

将再现人间。

书画是书法和绘画的统称。

中国的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它们

有着共同的工具和审美需要，两

者犹如水乳相互交融，亲密结

合。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书

画才有其独特的面貌，有别于其

他西方艺术。

嘉定拥有 800 年的历史，人

才辈出，自宋元而明清乃至近代，

马轼、李流芳、程庭鹭、陆俨少、沈

逸千……一批优秀的嘉定书画家

声名远播。他们德艺双馨，为嘉

定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艺术瑰宝。

《说文解字》曰：“桥，水梁

也”。桥的原意是指水面上作为

通道的架木。中国古代的桥梁，

造型简洁流畅，坚固耐用，而且还

和周围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在

江南水乡，人们几乎到处都可以

见到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象。

嘉定地处江南，不仅多桥，桥

也多巧。石梁桥、拱桥、板桥、竹

桥……形态各异的桥梁，分散于

嘉定的角角落落，古朴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