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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岸边思东坡

丝路之源寻探

己亥仲夏，在中国作协杭州创作中心休假期

间，专程到襟湖傍堤的苏东坡纪念馆参观。

我是郏县人，苏东坡又葬在我们郏县，因此，

感情上不免与之更为亲近。行走于美丽的西子

湖畔，苏东坡的形象不时萦绕在脑海，思绪的浪

潮一次次掀起波涛。

记得当年苏轼礼部会试《刑赏忠厚之至论》

开篇“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

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

盛赞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

成王、周康王的时代，多么深切地爱护着他们的

子民，多么诚恳地关切着他们的百姓，用多么忠

厚的君子长者的态度管理着天下。这是苏轼初

出茅庐向朝廷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明确表达了自

己“忠君爱民”的誓言，更是他践行终生的初心。

纵观东坡宦海 40 年，无论是身居庙堂之高，

还是遭贬海南天荒，时时心系朝廷国家，处处关

注黎民苍生。他在朝 8 年，为纠正新法所造成的

负面影响，减少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冒着极大

的风险，两上皇帝书，痛陈新法实施过程中的弊

病。为坚持“民为邦本”的思想，先是和权倾一时

的王安石抵牾，后与炙手可热的司马温公相左，

终为现实政治所不容，先后外放 16 年履职十州，

遭贬 12 年辗转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然而几乎

每州每地都留下了他体恤民瘼的政绩、亲民爱民

的佳话。其中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最为历代人

所称道的，首推他主政杭州期间的所作所为。

治灾害除瘟疫与民同戚

熙宁年间，苏东坡曾以通判身份在杭州履职

三年。18 年后，元祐四年（1089 年）三月，他又以

龙图阁学士充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

应该说此次他是怀着自信和勇于担当的心情以

最高军政长官的身份出任旧地。如今纪念馆前

的东坡塑像，衣袂飘然、昂首云天的豪迈气概应

是那时的心情写照。

苏东坡当年七月到任，时值三伏酷暑，余杭

大地数月无雨，四野干旱，禾苗枯萎，眼见晚稻无

望。糟糕的是去冬今春，淫雨霏霏，积水成灾，早

稻难以插秧，六月水退后补种的晚稻，现又遇干

旱。两次稻作，均遭重灾，稻米价格扶摇直上。

不难预见今冬明春必有饥馑盗贼之忧。

民以食为天，民无食则乱。苏轼把预期收成

和来年的粮食缺口调查清楚，于十一月间向朝廷

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如实禀报灾情，请求朝

廷减半本路当年上供米，禁止公家在本路各州收

购稻米，以防粮价暴涨。奏章发出后，他又分头

给太师文颜博、宰相吕大防以及门下仆射诸公写

信呼吁，敦请他们关注支持。

经过多方奏请，终获朝旨，准予保留上供米

三分之一，以平价出粜，朝廷又赐给他 100 道度牒

筹款救灾。第二年春天，粮食供应果然不足。可

贵的是，苏东坡并没有简单地用这些钱粮为救灾

而救灾，而是用其以工赈灾，疏运河，修六井，浚

西湖，兴修水利，不但从根本上治理了水旱灾害，

而且把不断上涨的粮价也压了下去。生产，救

灾，改善生态环境，三者相互协调，全面发展，一

石三鸟。可谓多维思考，科学决策。

大灾之后，多有大疫。果不其然，杭州大旱

后，翌年（1090 年）三月，气候转暖，城内瘟疫大

作。苏轼对此采取两项措施，一是设置病坊，二

是广为施药舍粥。拨出结余的经费 2000 贯，自捐

私款黄金 50 两，在城中众安桥设置病坊一所，取

名“安乐”，遴选僧人主持施医，所需经费从每年

的田赋中提取，三年内医愈千人之多。据说这是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公疗医院。

苏东坡在设置病坊的同时，一面广搭粥棚，

一面施舍自费配制的“圣散子”药剂。这种药剂

采用中下品草药，成本低廉，每服价值一钱，防治

瘟疫却非常有效。每天早上大锅煎煮，不论老少

贫富，饮服一碗，就能使疫气不入其门；常人无

病，饮后也能精神倍增，诸病不生，可谓“济世之

具，卫家之宝”。在这场瘟疫中，杭州百姓“得此

药全活者，不可胜算”。

疏河道挖西湖与民同劳

苏轼到任伊始，就注意到由于干旱，杭州的

主要交通命脉——运河干浅，航运阻塞，致使谷

米薪刍全面涨价。治理水患成为解民生之大事。

杭州城通南贯北的茅山、盐桥两河，是沟通大

运河和钱塘江的要道。涨潮时，海水挟带泥沙倒

灌，极易造成河道淤塞，三两年需疏浚一次，劳民

伤财，妨害市容，百姓怨声载道。苏轼在广泛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决定让茅山河专受钱塘江之水，在

上游建一水闸，涨潮关闭，潮落开启。即使淤塞，在

东郊疏通亦不影响百姓生活。让盐桥河专受西

湖淡水，并让其河床低于茅山河床数尺，在城北

两河交汇时，流经数里已经澄清的江水自动注入

盐桥河。有这两大水源保证，运河可无缺水之忧。

两河工程于元祐四年十月动工，不到半年，

即告成功。两河各长 10 余里，受水深度均在 8 尺

以上，客货船运，畅通无阻。杭州父老众口称赞：

“自三十年以来，开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疏浚

盐桥河时，河道穿越城区，凡曲折处均设置石柜

储 水 ，以 供 市 民 汲 用 洗 濯 ，并 可 为 救 火 消 防 之

备。百姓生活大大便利，无不额手称庆。

西湖三面环山，一角通江，是杭州一大储水

池。夏秋之交，群山雨水流注湖中，周围农田灌

溉、百姓饮水皆取于此。一旦西湖淤塞，山水无所

容蓄，雨大则涝，无雨则旱，不仅六井无水可供，已

疏通的运河也得远取江水，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自入宋以来，西湖被定为皇家放生地，长期

疏忽浚湖，稍遇干旱，水草丛生，横长蔓出，形成

一块块葑田，使湖面越来越小。18 年前苏轼在此

做通判时，湖上的葑草已占十之二三，现在湖面

湮灭将近一半。杭州父老纷纷请愿，如再不开挖

西湖，20 年后将没有西湖。对西湖情有独钟的苏

东坡，当即调兵士、派民工，开挖湖泥。

自开工之日起，苏轼每日必至湖上，督查工

程进展，奔走于砾石泥淖之中。有时不能回家吃

饭，便拿起民工的碗筷，盛碗米饭就吃；行走累

了，就到湖边祥符寺琴僧惟贤的房间，脱衣解帽

躺下便睡。我们的东坡先生，当时应该是省部级

干部了吧，却能如此和百姓同呼吸共命运，水乳

交 融 ，打 成 一 片 ，试 想 还 有 什 么 克 服 不 了 的 困

难？今天想来仍不由得使人肃然起敬。

筑长堤辟菱荡与民同谋

苏堤之上游人如织，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还

是一条显示苏东坡领导智慧之堤。

开挖西湖面临着 25 万方之多的葑草淤泥往

哪里堆放的难题。原来环湖一周达 30 里之遥，南

北往来，必须绕湖步行，十分不便。苏轼决定，把

铲挖出来的葑草淤泥在湖中增筑一条通南贯北

的长堤，既便利行人，葑草淤泥也派上了用场，更

重要的是节省劳力，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一举

数得，岂不美哉！前后历时仅 4 个月，湖面葑草铲

除，南北长堤竣工。堤西为里湖，堤东为外湖。

为了沟通里、外湖以及沿岸各码头之间的船运，

在长堤上又跨筑了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

跨虹等六座拱形石桥，堤上还修造九个凉亭，供

游人歇脚小憩。长堤两旁遍植芙蓉杨柳，利用树

根的生长盘曲巩固堤岸。每当春和日丽，这里鸟

语花香，拱桥宛如道道彩虹，翩翩小亭隐约其间，

极富诗情画意，诚如人间天堂。“苏堤春晓”至今

仍居杭州十大美景之首。

开湖大功告成，举城上下皆大欢喜，但是日后

葑草一旦再长，如之奈何？苏轼又博采众议，将开

葑以后的湖面辟为菱荡，租给农户种菱，每年收取

少量租金，用于维护西湖事项。划定界限设立小

石塔为标记，种菱不许侵入界外湖面。这样既制

止了葑草疯长，又增加了收益，真可谓可持续发展

的典范。据说，“三潭印月”就是当时留下的遗迹。

苏东坡成就了杭州西湖，杭州西湖也给苏东

坡极富传奇的一生留下厚重的千年记忆。一首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成为千古

传唱的经典。之后，苏东坡虽又经历了惠州、儋

州长达七年的贬谪生涯，但其“忠君爱民”的初心

始终不改，所到之处竭尽全力为百姓办实事、办

好事，与民同悲同欢同好恶，亲如家人；走一路，

写一路，挥毫泼墨，激情创作，写下了一系列脍炙

人口的千古名篇。这正是苏东坡人格魅力之所

在，也是其超越其他古人的闪光亮点。皇帝谥号

其“文忠”，文人尊崇其泰斗，民众视其为清官、好

官、朋友。《法国时报》评他为世界“千年英雄”，林

语堂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历史证明，

百姓心里有杆秤，凡是为民做好事的人，人们永

远都不会忘记他。

游走于如诗如画的西湖，漫步于美若彩练的

苏堤，我不禁想到：吾辈一生倥偬劳顿、蹉跎岁

月，虽然踌躇满志、自信满满，然而能让后人记住

点什么呢……

站在尧山之巅，俯瞰苍茫丛林，心绪倏然升

腾起来，眼前恍然飘过一道斑斓的彩虹。这道彩

虹在苍穹下闪耀，气贯东西，逶迤欧亚，带着千年

历史的回音在岁月的苍茫古道上光芒四射。

尧山之围，绵延百里，生长柞树，葱郁成林。

柞树养蚕，蚕吐丝，丝织锦绸，惹世人青睐，于是

远行的驼背上撘满丝绸，双峰驼坚韧硕大的蹄印

蹚开了一条前未所有的路，那便是充满神秘梦幻

的丝绸之路。

一

中原人所称的丝绸之路，泛指陆上丝绸之

路。沿着河西走廊出发，穿越洪荒风尘延伸追

寻，古籍文献中有记载，早在 2000 年前，这片布满

凄风厉雨的荒漠大地上，已经走过无数人的身

影。驼队的脊背上闪耀着新疆和田玉的灵光，当

时成为中西贸易的宠儿，玉门关便是最好的佐证。

时光流转，匆匆岁月的物化和滋养让智慧的

东方人忽然发现，内陆的丝绸和瓷器深受西方人

青睐且利益丰厚，于是便把丝绸和瓷器当作主要

的贸易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域诸国。

历史的竹简上记录着丝路的碎片。

早在先秦时期，连接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经

存在。丝绸西传始于西汉连通西域，最初为汉武

帝派人出使大月氏，联络他们东西夹攻匈奴。陕

西汉中人张骞率领 100 余人向西域进发，途中被

匈奴俘获，历经种种磨难，滞留十三载回归大汉，

受到汉武帝册封。张骞此行，虽未有建树，但获

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此行

为“凿空”。

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凿空”。

这个时期，丝绸的传播源、传播的目的地、传播的

路线都非常清楚，有史可依，有据可查，传播的数

量也非常大，东西方是有计划甚至是有组织地进

行丝绸贸易。

西汉时，丝绸之路上的阳关和玉门关以西，

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称作西域。西汉初

期，联络东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汉武帝时，

中原始与西域相通，开始加强对西域的经贸往

来。西域本三十六个国，后来分裂至五十多个，

皆位于匈奴之西。其后数年，张骞通使大夏，从

此，西汉与西北诸国开始联系频繁起来，丝绸之

路初现繁华。

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1877 年），德国地质地

理学家李希霍芬到横跨中亚大陆的神秘古道上

考察，写下了《中国》一书，其间他把“从公元前 11

年至公元 127 年间”，由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所开

辟，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以

罗马为终点，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称为

“丝绸之路”。这一定义的出现，很快被学术界和

大众所接受，并使用至今。

二

千百年来，全长六千余公里的丝绸之路始终

充满着神秘色彩。

丝绸之路连着梦想的天堂。智慧勇敢的东

方民族踏着人迹罕至的崎岖山道，向遥远的地方

出发。悠扬的驼铃声告别河西走廊，带上莫高窟

艺术的滋润，挺进冒险的乐园；大漠孤烟绚丽、壮

观，却伴随着尖利的寒风，沙砾的无情考验着跋

涉者的勇气和信念；嘉峪关西行，古道驼窝里的

冷风打着旋涡，漫长的寒夜没有吹熄心中的梦

想；秦岭和祁连山的积雪终年不化，寒气直往双

峰驼浓密的毛里钻……茫茫的戈壁、浑厚的黄土

高原、广袤的草原、洁白的冰川共同构成了一幅

雄浑壮丽的画卷。鸣沙山、月牙泉的奇异组合，

给神秘沉重的丝路古道增添了一丝轻松和惬意；

玉门关的冰雨苦涩而腥咸，顺面颊流下，和着泪

水的酸涩默默咽进胸腔；阳关的景致没有那么壮

美，阳光甚至带着冷酷无情，告诫着出了这里可

能再也见不到故人的身影；楼兰的玉箫早已止

断，依栏守望的姑娘了无踪影，留下的只是凄美

的传说和一地苍凉；脚下的凶险和布满荆棘的路

仍要继续，多少怀揣梦想的身躯再也没有站起

来，同行的伙伴只能掬一把青海湖水，在叹息与

哀伤中去擦亮边关冷漠的月亮。

无数的脚步踏过，用坚毅的信念和顽强的生

命，终于把天地间一条前所未有的路走成了风

景，走成了历史。

丝绸之路，最初应该是一帮帮商业驼队，在

巨大的利益诱惑下，甘愿去冒险取利。后来演绎

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体现与象征。丝绸作

为友好邻邦的媒介，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东方中国

的印象，无形中促进了政治和文化的交流。

历尽艰难困苦的驼队，返程必是不能空手而

归，带回的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菠菜、

黄瓜、石榴等作物也在东方生根发芽。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罗盘

与火药，冶铁与打井等先进技术毫无保留地西

传，为欧洲及中亚带来了一次巨大变革。古老中

国的博大厚爱给世界带来了融合与共谋繁荣，这

种情怀和美德传承至今，从无改变。

丝绸之路对亚欧各国的影响和贡献远远超

出我们的想象，其不但促进了东西方思想文化的

交流，也创造出一种互动的双赢格局，对中外各

个领域的友好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三

延续千百年的陆上丝绸之路，承载着华夏文

明的辉煌，源点究竟起于何处？十三朝古都西安

在宣传片中称：“丝绸之路的起点，华夏文明之

源，美丽西安。”终究也未敢说西安是丝路的源

点，因为西安不产丝绸，说了就会闹笑话。西安

至多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集散地，是集中囤积丝

绸的地方。

柞蚕丝绸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丝绸文

化源远流长。我国的丝绸分两种，一种为桑蚕丝

绸，产于江南江浙一带，应为海上丝路重要货源；

另一种则为柞蚕丝绸，是陆上丝路的主要标志。

历史的尘埃淹没了丝绸之路的辉煌，岁月枯

萎了久远的繁茂，当新世纪的曙光重新唤醒丝路

古道的记忆，人们便把泛黄的历史典籍翻了一页

又一页，试图捋清当初丝路的伸展谱系，去找寻

或还原丝路源点的根脉。

无论是西京长安还是东都洛阳，毋庸置疑，

都是丝绸之路的支点或起点。货源从哪里来？

我们不妨做简单的假设，在当时的条件下，东北

三省和山东境内的柞蚕丝绸，如果运往洛阳或长

安，无疑成本过高、造价太大，倒不如直接走海运

省 事 。 可 以 指 望 的 就 只 有 趋 近 避 远 的 河 南 省

了。伏牛山脉的鲁山、南召、方城境内，满山柞

林，适宜养蚕，漫山遍野的养蚕场，产量可观，所

产的丝绸质地上乘，用骆驼、骡马及人力运往洛

阳、长安，关道通疏，路途便捷，省时省力，成本低

廉，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谁还会舍近求远呢？

豫西南的鲁山县，古称鲁阳。东周时王子朝

政变兵败携带百工奔楚，途经鲁阳，长期为家，后

来勤劳智慧的鲁山人在这片不适合农耕的土地

上孕育出先进的纺织技术。鲁山境内的鲁阳关

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北方门户，是南北经济交

流的要道之一。相邻的南召县和方城县，同样因

养蚕而生产丝绸，便和鲁山连在一起，把丝绸从

鲁山的古鸦路、军王驿站、娘娘关、楚长城关隘，

经过汝州运到洛阳，再运到长安，而后才运往西

亚、欧洲。

脉络渐次明晰起来。

正是鲁山、南召、方城的柞蚕丝绸，从夏商周

到秦汉隋唐至宋元明清，上下贯穿五千年的历史

文化遗迹，演绎和丰富了丝绸之路的神奇故事。

四

历史上，鲁山县是南控襄宛、北扼伊洛的战

略要地，汉属南阳，唐归洛阳。

鲁山多为山区地貌，土薄石厚，适宜柞树生

长。奇特的地质结构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成就了

千百年来鲁山丝绸的神话，并赐予鲁山“柞蚕之

乡”的美誉。

“货出地道”，鲁山柞蚕丝织成的绸子，柔韧

性能优于桑蚕丝绸。其色泽柔和、丝缕匀称、绸

面密实，众人的口碑和历史夯实的品牌标签绝非

徒有虚名，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从古至今，普通

百姓是很少穿鲁山丝绸的。五彩斑斓的丝绸，价

格昂贵，一部分由绅士贵族享用，一部分通过丝

绸之路运往亚欧诸国，美名远扬。

鲁山西部山区，遍山郁郁葱葱，柞树茂盛。

成墩如灌木者，叶芽鲜嫩，最宜放养。每年开春，

蚕农们把幼蚕由蛾房先抱到河边喂养，然后在山

坡上放养，日夜看护，只需五六十天，蚕儿就吐丝

结茧。蚕农视蚕坡为聚宝盆，把柞树当摇钱树；

蚕坡柞墩，那是蚕农赖以生存的宝物。俗谚“一

季蚕，半年粮”“筐坡十亩田”“宁舍懒婆娘，不舍

蚕丝行”，极言养蚕织丝之重。

鲁山丝绸分两种，一种是山丝绸，即用山上

放养的柞蚕茧加工而成；另一种是家丝绸，用室

内喂养的桑蚕茧抽丝织成。鲁山丝绸又名“仙女

织”，尤适制作服饰，自古至今，驰名天下，现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明嘉靖《鲁山县志》载：“洪武二十九年，官民

夏税丝一千四百九十四两四钱六分五厘，折绢七

十四匹七尺二寸三分四厘五毫。”到了清代，鲁山

柞蚕逐渐兴起。清乾隆八年（1743 年）纂修的《鲁

山县志》载：“鲁邑多山林，近有放蚕者。”咸丰年

间，山区农民植柞为本，以蚕为主，获利颇丰。光

绪年间，鲁山柞蚕业进一步发展，当时，民间与官

府重视保护柞蚕坡，在四棵树、鸡冢等乡立碑，把

“广植蚕坡、保护蚕坡、爱养蚕蚁、严禁抽半、樽节

草木”等五条政令、法规刻于其上。

1914 年，英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美

国旧金山举行万国商品博览会，瑞士好士门公司

专营鲁山丝绸，便携带鲁山丝绸代表中华商品参

加展出。不承想，鲁山丝绸以丝绸中的王牌货获

“虎头”商标，并一举荣获金奖。

民国初年，鲁山仅四棵树乡就有 48 家丝行，

县城有 200 余家，织绸机达 5000 台，外地客商长

期坐庄收购。其后兵燹匪患，战乱频仍，苛杂迭

兴，交通受阻，销路不佳，蚕丝锐减，织绸衰败。

新中国成立后，鲁山为发展丝绸业，建有国营

缫丝厂和丝绸厂，设蚕业局专司帮扶蚕农养蚕。

经过劳动人民一代一代地演绎和改进，如今

的鲁山丝绸更加多姿多彩、品类丰富，已有近百种

制品，常见的有唐装布、旗袍布、窗帘布、装饰布

料等，已经形成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

五

丝绸之路的源点究竟在哪里，似乎并不重

要，无论在哪里，它都是华夏民族的自豪和荣耀。

丝绸是前生今世的繁华，却让我们怀恋长河

落日的幽思邈远。迢迢遥遥的丝绸之路，从东方

到西方，重重关山险隘，漫漫戈壁黄沙，茫茫天风

海涛，辗转其间的丝路在时光的烟尘中，曾几度

隐没又几度重现，那是一条绚丽多彩又艰辛曲折

的路途。

作为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交通动脉，丝绸

之路萌发于早期贸易的自发往来，在公元前 2 世

纪晚期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转变为在中原王

朝刻意经营下的自觉拓展。两千余年来，丝绸之

路承载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对话，彰显着古代

中国开放的文化品格、不朽的文明成果。今天，

丝绸之路一词早已超越其历史含义，成为一种精

神和象征，为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价值

典范。

2014 年 6 月 22 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古

丝绸之路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

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

合作申遗成功的项目。

丝绸之路宛如古代东西方之间的一座金桥，

把中国与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传递着文明，传

播着和平，繁荣着沿途的经济和文化，传达了不

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平等包

容、交流互惠、共同发展的理念。茫茫千年，精神

不朽。中国愿继续以更加宽广的胸怀，与世界合

作共赢，共谋新的丝绸之路大局。

●叶剑秀/文 马进伟/图

俯瞰三苏园

三苏园中的东坡像衣袂飘然、昂首豪迈

鲁山丝绸制成的围巾

●萧根胜/文 李利国/图

织绸时不仅需要精湛的手艺，更需要耐心和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