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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徐州不能不观云龙山水，观云龙山水不
能不游云湖盛景。

从诗吟云龙山水风气最浓的唐朝至今，朝
拜的人来了一众又一众，披着一身月华，吟唱
浪里飞歌，触摸历史烟云，抒怀人间纷争。

每一朵浪花，每一处景致，每一句诗词，每
一块碑文，都抒发着关乎彭城，关乎云龙湖的
礼颂。

一、有一湖岁月，叫苏公塔影
云龙山西坡十里杏花旁，有一座苏公塔遐

迩闻名，白天山明水秀碧波垂柳，暗夜璀璨琉
璃八角灯影。

1077 年的春天，文学大家兼行政长官苏
轼，来到彭城新任知州，见云龙山丘地卑，石狗
湖形已具，唯缺水源赋能。“如能引上游丁塘之
水，则此湖俨若西湖，而徐州俨若杭州。”当是
时，苏公站在云龙山上，对着脚下这个小小的
湖泊突发奇想，思路灌顶，于是指点江山，移木
栽柳，筑堤治洪，水道疏通，石狗湖而后改为云
龙湖，那长堤名曰“苏堤”，金山塔后名“苏公
塔”，这一湖岁月抚桥而行，沿堤而走，由此游
成一波波打卡邂逅的胜景。

九百多年里，始于北宋年间的云龙湖工程
如同诗路一样遥远蜿蜒，雕工画匠，千古骚客
倾情咏叹的雅集，渐次在彭城苏醒。

这是一场绵延不断的创造，一支信念坚定
的队伍，一曲铿锵千年的吟唱，一帘情深岁月
的美梦。

从当时到现代，来来往往的建设大军络绎
不绝，留下的景致诗文满湖生辉，绘就了多少
故事传颂。

1994年 12月，云龙湖与杭州西湖结为“姊

妹湖，”“堤边尽是垂杨柳，不比杭州少一湖。”
老市长的遥想变成了实景。

二、有一种5A，叫云龙湖景
云龙湖的画面是诗意的，每一处都是“海

市蜃楼。”一十八景，景景相望，星罗棋布，各有
不同。

6.76 平方公里的湖面，古老而又年轻，由
一汪泥泞沧桑的石狗湖，历经千年后嬗变国家
级 5A景区，人间仙境。石瓮倚月、荷风不染、
水上世界、云湖泛舟、索道滑道、杏花春雨、桃
霞烟柳、湖光灯影……这其中，“百米画廊”泛
月桥是最佳廊桥赏月取景点——俯视，一轮皎
月静卧小南湖鹤鸣洲，折射孔洞亦真亦幻壁潭
辉映；驻足，“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
岛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水榭，你装饰了别
人的梦”。每一处都留下独特的历史印记，足
够画面，也足够抒情。

时光在云龙湖景区诗博园暗香浮动，历代68
首诗词，59位名家韵味悠长，画卷雄性。景墙、玻
雕、回廊、屏风，徜徉在珠山东麓山脚下，宛如弹
起遥远的歌谣，一头扎进诗博广场的共鸣。

“大风起兮云飞扬”，由汉高祖刘邦的《大
风歌》开篇，来了元代诗人萨都剌《木兰花慢·
彭城怀古》，来了春秋战国的屈原，来了盛唐的
李白，来了宋代的苏轼、词人辛弃疾……大汉
相遇唐宋，元代邂逅明清，世世代代的格律在
这里翰墨飞扬，摩肩接踵。

一代代才华横溢的名士才俊，绵衣素冠，
风尘仆仆，穿越漫长的时空，争奇斗艳，寄情云
龙，在颂咏徐州的写意里浓墨重彩，倾倒世人
无数，见证了多少诗韵花荣。

真山真水，满湖清流，堤边垂柳，鹂鸟唱

鸣。
我们太需要一座文化的湖，放慢脚步，和

自己相逢。
三、有一处文脉，叫诗韵云龙
玉缀珠联的诗词，总是放飞着淘尽黄沙始

见金的长龙。
纸质本的《徐州新景联集萃》，图文并茂，

翰墨寄情。2007年，徐州市人民政府开始向海
内外征联 13637 副，成为国内空前。其中，云
龙湖上楼亭阁榭匾额45块、楹联98副，将诗联
与景致的契合，发挥得淋漓从容。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为云龙湖题
写“三故胜境”（寓意：彭祖故国、项王故都、刘
邦故里），这位历史上和苏轼一样都曾任徐州
父母官的公仆，落款“家正”，诚挚谦卑的行书，
力透纸背，一片冰心温暖着父老乡情；“楹联书
法结合，是文苑奇葩，是诗中精华，是高雅的民
俗，是通俗的国学”。时任副市长李文顺一语
点中；著名学者赵彭城作序《慧眼》，田秉锷作
赋点睛。

对文化的敬仰是彭城的传统，徐州的理念
心长语重。

“全国诗词之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
园林城市、”“全国书画大市”……让文化艺术
颂歌时代，颂歌英雄，是这个 6000 年历史，
2600年建城史古城坚定的音声。

华章佳句，甘冽故事，创新发展，文脉传
承。

云龙湖是一本打开的诗集，一路走来的匠
人雅士，在徐州的版图上，舒展意境深远的浪
漫和声，成为不会风化的文化界碑，永远矗立
在城市的时空！

诗韵云龙湖

穿过徐州城东南40公里，那片绿意尽染的
风景区，就是吕梁。

和人说山西好风光的吕梁相比，这是苏北
的吕梁，春秋战国时，瘦小的彭城屁颠颠跟在
他的身后，讨得一杯羹。

站在志愿者认养的小山包上看景。对面
是凤冠山，绿色的，泛着春天的色彩。山下已
经干涸的吕梁洪，早随清代断废的河道荒成历
史，很老很久远的沟壑，一道道，100多年的刻
度，多像耄耋老人的脸，失去了所有水气的光
泽。农耕的人们零零星星从那里经过，好多光
阴也从那里悄悄晃过，水草茂盛的热闹，或许
只能从久远的故事里找到。

三千年的光阴。无论魏晋，还是唐宋，太
张扬的水景总是消逝很快。

春秋时，宋国吕城（吕梁），泗水在流淌，那
些群山起伏峡谷中的水流，像一个独自闯荡江
湖的男子，多么汹涌，多么阳刚，带着勇敢的表
情，不顾一切地承担着沟壑给它的力量，哗啦
啦来到这里，变成吕梁洪。“悬水三十仞，流沫
四十里”，卷起千堆雪，白生生，远远看去，很生
猛。

后来，来了一位名叫孔子的人，喜欢那生猛。
有一天，孔子一行路过吕梁，路过那些壮

观，不禁被这景象击中。嗖嗖的，凉凉的，茂盛
的水流和季节相辅相成，足够野性，也足够打
动人，好象诺大的吕梁只有它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子罕》）。浩荡的水流，汹涌的姿态，大
面积盛开的水花，白天夜间推着，赶着，拼命奔
跑的姿势亮而且凉，总能打动人，这是一个个
多么忙碌的浪花！孔子站立在凤冠山上，鹤立
风中，手指吕梁洪，试图减慢这水流一意孤行
的速度，更有一种人生苦短的感叹和无奈。惊
动的时间就像这奔流的河水一样，不论白天黑
夜不停地流逝，想想吧，无论水流何处，它们都
流逝在光阴里。

吕梁洪边，孔子的站姿一定气势，举手投
足间，一定打动人，那磅礴刻骨的河水于他，如
此动静结合，如何不是一道风景？否则如何又
有后来的“圣人窝？”如何又有后来的“岳飞墨
宝？”水声哗哗，水气弥漫，每赏，都似赏那吕梁
洪的豪放和古人的情怀。是的！是的！想想
就很历史，很画面，很春秋。

时间的流逝不仅仅来自于水的放纵。阳
春三月，朱自清也《匆匆》发现，“洗手的时候，
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
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

日子的水声里，装点了多少故人的感喟？
吕梁洪奔走在春秋，在战国，在唐宋元明

清，这一走就是三千年！伴随它的有孔子的赠
言，还有那 170 座山头，又及天凤湖、倪园湖、
白塔湖、洪山湖的泉水。河边的一排排柳树，
杨树，槐树，山花，野性而古意，占尽田园意味！

凤冠山。倪园村。天凤湖。行走在春风
里，看着修缮一新的排排民居，小小院落，却有
一种前世今生的味道，这是先人们在这里留下
的——朴实、风俗、清新……人们三三两两出
来，很悠闲的眼神，这是今日的吕梁，经历过故
事的吕梁，山水环绕的吕梁，没有汽车尾气的
吕梁，看到这里的彩石时，能让人眼前一亮的
吕梁。

触摸吕梁洪的故事，眼睛会湿。三千年遗
梦，怀念那逝去的泗水。每读，都是一边在赏
吕梁洪的山水长卷，一边对无情的时间充满了
羡慕嫉妒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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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洪遗梦

很少有湿地如此苏北，如此历史黄泛区，如此
四省交界。400公顷水面如一弯月牙，静谧地卧在
丰县大沙河镇二坝村，虽出自历史的泥淖，却没有
沙土的味道。骄阳当空，湿地内蒲草丰茂、鹭鸟瞅
鸣，杨柳依依，荷花微绽，成为新晋的桃花源。

名依地起，曰二坝湿地，也曰丰县大沙河湿
地。

这是继九里湖、潘安湖、安国湖之后，徐州近
年修建的第四个国家级湿地公园。

正值初夏，却遇 40度高温。二坝湿地如一个
绿色的大凉棚，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冷静，冷静到难
以相信黄河曾在这里孤注一掷，不留后路。

湿地的前世，是故黄河进入江苏境内的第一
站，也是百里大沙河的源头。

公元 1194 年（南宋绍熙五年），黄河裹挟着大
量泥沙在河南阳武决口，说时迟那时快，涛声喧
嚣，急切切改道南徙汹涌而来，经延津、封丘、兰
封、东明、曹县等地，又入单、砀、丰、萧，于徐州合
泗水夺淮入黄海，活脱脱上演了“黄河之水天上
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大片。

浑浊、多沙、善淤、易决。奔突的河水仿佛刚
刚离去，轰——哗，轰——哗，另一惊涛骇浪再次
奔突而来。1855 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在兰阳铜
瓦厢决口改道北流，挟大清河入渤海。恢宏和狂
放，雄浑和恣肆，“大合唱”的姿态，怎一个地动山
摇了得。摇摇晃晃间，结束了流经丰县长达661年
的历史。

这还不算完，公元1851年（清咸丰元年）8月，
黄河于丰县和砀山边界的蟠龙集决口。刹那间，
大地的回声再次震耳欲聋，一声声浪涛，不留后
路，哗啦啦裹挟着大量泥沙，漫天的飞雨凉凉地铺
陈在二坝的身上，有多颤栗就有多轰鸣；有多绝望
就有多萧瑟。

凛冽中，漩涡暗流冲刷坝底，形成了月牙状水
面，二坝成为黄泛区，成为百里大沙河的源头，从
此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苦难，孤独沙滩，草木不
喜，晴天漫天沙，雨天泥池水。

直到一百年后涅槃重生。
时间是一个耐着性子的庄主。半个世纪前，

在这条并不宽敞的沙滩上，不可一世的大沙河经
过一代代主人的不懈努力，收起野性，造福民众。
大沙河果园应运而生，并成为江苏省最大的果品
生产基地，名头足够响亮。

时间又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医生。从百里大沙
河源头起端，昔日恶煞的凶神治愈在旖旎的水波
中，二坝湿地在这里华丽转身，成为沧海桑田飞韵
古今的灿烂大河。由于两省交界，地理位置特
殊。这一头，江苏丰县二坝清一清嗓子，高歌一曲
《大风歌》，唱响大汉之源的千古龙飞地；那一头，
安徽砀山蟠龙集拿出十二分热情，高喊一句，“兄
弟来对岸做客啰”。

二坝湿地的前世，荡涤着一条大河的沉浮变
迁；二坝湿地的今生，书写着“十里黄河堤、百里大
沙河、千顷荷花荡、万亩梨树园”的无限荣光，每
读，都是在赏徐州丰县的中国山水长卷，诗意而丰
华。

昔日黄河在丰县二坝的一次磅礴顿足，如今
成就了一方丰硕水土，“中国红富士苹果之乡”“中
国白酥梨之乡”让今人乐享，让后世仰视。

□
李
继
玲

李继玲，江 苏
省 作 家 协 会 会 员 、中 国

散文学会会员，现任徐州市
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集

《玫瑰往事》和《一座城的风花
雪月》，散文合集《新锐》《爱
上 徐 州》《彭 城 花 开》《打

开吕梁的方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