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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评话版历史故事——

寄奴正传（二十二）
范德平

桓振夺回江陵，总算报了个疤。不过这刻桓家的
势力也就局限于荆州一带，所以桓振气鼓唠叨感叹：

“桓玄当日不任用我，导致这个下场。假若公还在，我
当前锋，天下就大定了。现在只占有江陵，哪块是归处
啊？”此时刘裕的西征大军正在赶来的路上，照理桓振、
桓谦当应尽早谋划才对。但是他们纵情酒色，又肆意
诛杀，不少人倒了穷霉。

麻里木浊的刘毅等西征将领泊船夏口庆功宴一场
接一场，个个喝得酒醉洋乎，把桓振和桓谦的事忘得狗
六大干净，陡然听说桓氏又重新夺回江陵，嚇得一身冷
汗，赶燥重整旗鼓。刘毅率部众先是拿下巴陵，把那个
散布假消息的王稚徽杀了。随后，何无忌、刘道规二将
在湖北马头、龙泉打败桓谦和桓蔚。西征军连战连胜，
刘毅、何无忌不由地飘飘然起来，要直取江陵。倒是刘
裕同父异母的老弟刘道规在军事谋略上有滴咯眼头见
识，他认为：兵法屈伸有时，当下应鸣金收兵，用围而不
打的办法牵制桓军。刘毅、何无忌不听道规苦劝，执意
扣打江陵，果然在灵溪被桓振和冯该合围击败，折损将
士数千人。刘毅、何无忌等人向刘裕请罪，刘裕嘎闷解
了刘毅青州刺史官职。

一次失败并没有动摇刘裕平定诸桓的决心，他让
刘敬宣在寻阳聚集粮草打造战船，充实西征军的实
力。404年十二月，刘毅、何无忌和刘道规又重新西上
讨伐桓家军，一路凯歌。因刘毅号令严明，军纪整齐，
所到之处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刘裕重新封他为兖州刺
史。晋军西征连战连胜，只是苦了荆州各郡的太守，不
晓得该向到谁，早晓得这杠子，风向不该转得这么快啊
……

当时桓谦劝桓振率兵出战，自敢留守江陵，但因桓
振向来轻视桓谦而没有听从。晋军很快反攻江陵，桓
谦弃城出逃，西征军成功收复江陵。405年正月，桓振
挟持着晋安帝到江津，派使者谈判，要求东晋割让荆、
江二州，以换取晋安帝，刘毅一口回绝。桓振闷得了，
晓得事情整歇。桓谦与桓怡、桓蔚、何澹之及温楷等人
投奔后秦。

这刻，刘裕心头想：西去江陵接驾事不能再隑了。
405年二月初五，他准备了安帝专用的车驾和仪仗，刘
毅、刘道规留在夏口城驻军，何无忌负责护卫安帝沿长
江东下返回京城。

三月，司马德宗被迎回建康，在遭废黜一年多后重
登皇位。司马德宗下诏说：“我孤陋愚昧，命运不济，遭
遇大祸。叛贼桓玄，乘机制造事端、穷凶极恶肆意妄
为，欺诳国人，诬蔑人主，犯上作乱，篡夺皇位。英才刘
裕忠心耿耿，神武命世，选贤任能，恪守信义，忠义之士
云聚他的麾下。他振臂一呼，天下响应，老天有眼佑我
晋朝。”参加京口建义光复晋室的诸将，都得到了朝廷
的封赏各得其所。刘毅为青州刺史、何无忌为琅琊内
史、孟昶为丹阳尹、刘道规为义昌太守、魏咏之为豫州
刺史、诸葛长民为宣城内史。

推翻桓玄，刘裕立了头功，成了光复大晋江山的英
雄。骨子里头，东晋王朝已经离不开他了。不过刘裕
一肚子数，那些士族门阀嘎吱嘎碍，对他这个寒门武
将，还有滴咯不大服气。这刻儿他乐得卖卖关子，做出
一副低调的架势。安帝给了他那么多官衔，他坚辞不
受。加封为录尚书事，又不受，三番五次请求回到自己
的属地京口。天子不许，派百官恳劝，又屈尊亲临刘裕
在建康的府第。安帝对刘裕说：“我这个帝位是你抢回
来的，你的功德，我永记在心头。”安帝生怕刘裕不在身
边，再冒出什么无二八鬼的乱贼来。刘裕惶恐，谢恩之
后，说道：“我是真心想回老家，好在京口建康几十里
地，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定当火速前来。”安帝见刘裕
归心似箭，只好暂时应允。

当月，刘裕回到京口，镇守丹徒。这是刘裕在人生
棋局中下出的一招“妙手”，这杠他既远离了京城这个
是非之地，又牢牢掌控着兵权制约朝廷，这种人日后怕
的是不当皇帝都不行。 （未完待续）

对水的科学认知与利用，是人
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善为国者必先治水，从传说中
的大禹治水，到公元前3世纪的伟大
水利工程都江堰，再到被称为世界
水利建筑奇观的三峡水利枢纽工
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凡是有水
的地方，必有城市的兴起、区域经济
中心的发展和崛起。

河姆渡遗址（距今七千多年）第
二层发现的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
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
这个发现意味着，我们的先民在此
之前已经拥有了管理水的能力。

早在新石器时代，聚居在今日
句容丁沙地遗址（距今七千年左右）
的原始先民，就已懂得在村庄外围
挖掘壕沟，以防兽害及外氏族的入
侵。在马家浜文化时，居住在太湖
南岸的湖州邱城遗址（距今六千多
年）的先民，已开凿了小型渠道，把
水源引进住地，以便饮用洗涤。

水井的普遍使用，对农业的旱
涝保收与定居生活都起着重要作
用。位于宁绍平原，具有高超木作
技术水平的河姆渡先民早已熟知在
村落中“凿井而饮”，并构筑木材为
井框，以防泥土塌陷其中。距今四
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水井的开凿
已较普遍，这在苏南的常熟、无锡、
吴江、吴县、江阴、昆山和浙江的嘉
善和上海青浦等地都有发现。

水是吴文化发展的自然基础，
水利是吴地发展的命脉。水利治理
工程的好坏，不但是当时农业生产
发展状况的反映，更是王朝盛衰的
一大标志。

水路是古代物资运输的主要通
道，说到运河，我们会想到苏伊士运
河、巴拿马运河。与这些运河相比，
中国古人开凿运河的历史要早得
多。位于江苏省无锡境内的伯渎河
是中国历史上开凿的第一条人工河
流，具有3200年历史。流经坊前、梅
村、荡口，直至漕湖，全长43公里，是
我国文字记载最早的运河。传说，
泰伯奔吴定居梅里后，“穿浍渎以备
旱涝”，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
产，率民众在今苏州、无锡间开凿了
这条农田灌溉总渠，从而促进了江
南经济的发展。三千多年来，伯渎
河就像母亲，默默哺育了一代又一

代吴地人民。
西周以降，吴国的统治中心主

要在宁镇地区。水利工程的修建，
不但便利交通，而且对农业生产的
发展也起有重要作用，因此，治理水
患、防旱排涝、保境安民，成为吴国
统治者的重要工作。

江南并非天然的鱼米之乡，太
湖平原之所以后来发展成为“肥饶
水绝”富庶的粮食基地，除因拥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当同先秦时
的吴国及至越、楚、秦等国所进行的
农田水利建设分不开。吴地曾多次
遭遇海侵水扰，外灌内涝，造成汪洋
泽国、地毁人亡。面对太湖流域的
洪涝灾害，千百年来吴地人民不畏
艰险与自然灾害作斗争。

连接太湖和长江的胥溪，沟通
江淮的邗沟，贯穿太湖平原的江南
运河，连接苏州和周边地区的常熟
塘、吴江塘，常州的孟渎等一个个水
利工程形成的江南运河网络，既抗
旱又防涝，大大地改善了江南地区
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实力助推
了整个江南地区的交通，为吴地文
化的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水利还关系到国家安全。发现
于2005年的丹阳葛城，经专家论证，
为西周至春秋时吴国早期城垣遗
址。城址内分布有窖穴、房基、水
井、水沟，城址外分布有土墩墓。葛
城的形制很独特，水和城环环相套，
从内城往外走，越过 8米宽的壕沟，
就是 60米宽的外城，城外又是一道
壕沟，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三层水环
绕两层城。专家们根据种种迹象推
测，葛城可能有三层水三层城，总面
积在4平方公里以上。这种水环城、
城环水的结构和常州的春秋淹城一
样，但葛城的内城比淹城时代更早、
规模更大，说明当时的人们十分重
视开发利用水利资源。

根据镇江丹阳周边遗址推测，
葛城遗址可能是吴国由北向南迁徙
过程中，在宁镇地区到太湖平原的
过渡地带，建立的重要政治中心，可
能是吴国早中期的都城城址，也是
迄今为止，江苏境内发现的时代最
早、延续时间最长、保持较为完好、
内涵较为丰富的吴国古城。葛城遗
址对于江苏商周时代考古及吴文化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 5月，被
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兴修水利，便
利了交通，发展了
农业，带动了工商，
改 善 了 人 们 的 生
活，“因水成市、枕
河而居”的空间格
局形成了江南传统
乡村特有的水网格
局。

（张剑 马彦如）

兴建水利造就鱼米之乡兴建水利造就鱼米之乡

拖板桥
拖板桥，原址位于拖板

桥巷东段（今双井路北段东
侧）。元《至顺镇江志》载：

“在今大军仓前，旧名浮桥。”
镇江古桥数以百计，即

使现在运河上还存有七座，
它们的桥顶皆为固定，而为
何唯有拖板桥顶采取活动的
方式呢？这一切都与南宋设
立的国家级粮仓（转般仓）有
着密切关系。

转般仓，系宋朝廷储运
粮米的大型仓库。南宋伊
始，宋金对峙于两淮，镇江成
为军事后勤基地。绍兴七年
（1137），“以昔之置于泗、真
者置京口”，即将北宋时期设
在淮南的转般仓改置于镇
江，依旧称转般仓。志载，此
仓“前临潮河，后枕大江，即
旧转般仓也”。转般仓四周
环水，北面长江，南面漕渠，
东面甘露港河道，西面护仓
河，所有进出作业皆利用粮
船上下。“诸路纲至，即令卸
纳”。嘉定年间，所属粮仓增
至七十四廒，可储米百万石，
极大地提高了储存和转运的
功能。

至于拖板桥，它位于转
般仓中轴线上大门外，架设
在穿城运河上，是粮仓与外
界陆路联系的唯一通道，堪
称为转般仓的一座门桥。桥
为木结构，桥面浮搭，平日收
起，有公务需要时再放开通
行，故名“拖板桥”。

至元代，粮仓规模缩小，
大半土地为民占用，拖板桥
亦由粮仓专用桥变为公用桥
梁。至顺二年（1331）重建，
改 为 石 桥 。 明 代 正 统
（1436—1449）中侍郎周忱重
建，又名镇西桥；清康熙初，
耆民高拱斗重修。民国时期
桥废，湮没于地下。

2010 年，在宋元粮仓考
古中发现元代拖板桥遗迹。
桥为单拱石桥，南北长 35
米、东西宽8-9米、桥拱跨度
8.7 米，因桥拱已被破坏，桥
体仅存南、北两处桥墩以及
残缺的桥拱石。桥墩底部打
有成排的木桩，用以支撑桥
墩三面墙体；桥墩内侧用碎
砖及黄土夯实。桥体南北两
侧现仅存部分当时桥面，桥
面斜度20°，桥面中间条石东
西向平铺，外围条石南北向
平铺，部分桥面条石上保留
有方形孔槽及车辙痕迹。

（刘建国）
葛城遗址葛城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