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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形村落  水网密布

从高处俯瞰，宏村宛若一头静卧
在山前溪边的青牛，“山为牛头树为
角，桥为四蹄屋为身”。红杨与白果
两棵参天古树作“牛角”，雷岗山为

“牛脊背”，河流上分布的四座桥为
“牛腿”。

水流如同血管一般，遍布“牛身”。
河水自“牛头”处流入村内，随

即通过穿家引户的水渠，这是好似
“牛肠”一般的水圳，水圳入村穿街
过巷，有明有暗，有分有合，行至村
中心汪氏宗祠乐叙堂前，约 1/6 的水
注入宏村中心位置的月沼，即状如半
月形的“牛胃”。大部分的水向西，
转东拐上几个弯，与月沼水汇合往南
折入南湖，也就是“牛肚”，最终通
向奇墅湖，原名东方红水库。

宏村水系就由这头“牛”的主要
部位——河流、堨坝 （拦河坝）、水
圳、月沼、南湖和庭院水塘水榭组
成，分为外水系和内水系两部分。

宏村水系的水源自学堂山南麓邕
溪。邕溪流至宏村西北的堨坝为西
溪，再流至村西的宏际桥前与羊栈溪
汇合于中洲。山溪水过宏村后注入西
溪然后向南流入奇墅湖，此为天然河
流形成的外水系。

宏村水系主要指村落拦河筑坝穿
圳引流凿湖储水的人工水系即内水
系。内外水系相交于村西北的拦河
坝，溪流东岸设有闸门，可以根据水
情的丰枯调节水量，保证村子的用水
不溢不竭。

拦河坝位于村西北，长约 30 米，
高约 4 米，东岸还设有水闸，根据水
势调节水量，可将西溪之水引入村内
水圳。

“拦河坝上的闸门为近代翻修，
由人工操作，关闭后外面的水进不
来，村内新增加的水就只有降雨了。”
宏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汪红伟
告诉记者，闸门根据降雨情况开关，
以保证流进村子的水不溢不竭。

水圳全长 1268 米，主圳 716 米，
宽 1 米有余，小圳 552 米，宽不过 0.5
米，水圳穿街过巷，由于村落北高南
低，成为宏村的上下水管网。

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研究员胡
时滨介绍，宏村水系构思精妙，充分
利用了村子地形北高南低的自然落
差。南湖水面标高低于拦河坝入水口
处约 4 米，在 700 余米长的主圳中形
成了每分钟 21 米的流速，使水始终处
于流动、飞溅的状态。流经全村的水
系还派生了 22 口庭院鱼塘。同时村子
还有 8 口古井 （现存 6 口），既方便偏
僻地段居民用水，又可在洪水季节为
全村提供洁净水源。

除此之外，传统徽派建筑在宏村
水系建设中也起到独特作用。

徽派建筑讲究“四水归堂”，让
四面屋顶上的雨水通过沟壑流入中间
的天井中。宏村的古民居也多是据此
设计，一部分水蓄起来可供后续生产
生活，另一部分则通向水圳，被及时
排出去。

敬水治水  数代接力

在宏村水口拦河坝旁，立有一块
现代仿制的石碑，原为明宣德九年

（1434 年） 春立，上面描述了宏村汪
氏一族开凿水系的初衷：“吾汪氏弘

村一脉，自宋咸平年间，仁雅公迁居
黟县十都奇墅。历五世，于宋绍兴元
年迁来弘村。又两百年，其间，因远
离溪流，族人屡遭祝融，宅舍多毁，
达更有大旱之年，颗粒无收，族人生
计维艰。”

宏村，聚族而居，以汪姓为主。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南宋初年，汪氏
一族因战乱从奇墅湖附近迁至雷岗山
一带，因西溪河一遭暴雨便泛滥成
灾，所以最初的族人聚居地选在半山
腰，离河水较远。到了南宋末，一场
特大山洪暴发使西溪河改道，随着旧
河道干涸，由此多出来一块河滩可供
开垦，宏村人这才慢慢往山下迁移。

因为远离水源，宏村人一度生活
艰难。明永乐年间，正值徽商鼎盛时
期，为了解决缺水问题，一位名为胡
重的女性族人邀请堪舆大师，在踏勘
地形、绘制地势图的基础上，科学制
定了向南扩大村落及引水入村的整体
规划。

此 后 ， 汪 氏 宗 族 便 开 始 筹 集 资
金，调拨人力，先后在西溪河拦河建
堤坝，古称石漱，再引水入村、开凿
水圳，并围绕一处天然泉眼挖出蓄水
用的池塘“月沼”等，先后耗时 20
余载。

明万历三十五年 （1607 年），宏
村村民再次集资出力，将村南百亩田
地凿深数丈，周围砌石立岸，历时 3
年，建成了“二期工程”——南湖。

南湖中也建有坝，使其在丰枯期
均可维持一定的储水深度，不因外部
环境变化而干涸。不仅如此，南湖还
采用了净化池的方式拦截水中污物、
净化水源。湖内微生物、鱼虾和植物
形成立体生物链分解水中杂质，生活
污水经南湖净化后灌溉农田。

实 用 性 之 外 还 考 虑 了 景 观 性 ，
“堤植花柳浓阴野，如夏则菱荷殷然，
弥望一碧，游迹之盛”。

科学规划在前，薪火相传在后。
前后历时 200 余年，经过汪氏宗族先
后几代人的接力，宏村水系终于成为
了如今的模样。

“没想到看起来如此简单的水渠，
竟然蕴藏了如此巨大的智慧，更想不
到前前后后经历了这么多困难，才营
造了如今的精致美景。”在听完讲解
员介绍后，来自北京的游客黄女士由
衷感叹。

几百年来，经历一次次暴雨、洪
水侵扰，宏村依旧安然无恙。古老水
系的智慧，守护了这个古村的百年
宁静。

源远流长  文化传承

宏村美景如此，自是游人如织。
月沼、南湖碧水蓝天，倒映着粉墙黛
瓦的徽派建筑，水中游鱼不时跃出水
面，处处都是风景。等到华灯初上，
微风拂过，水波轻皱，更是美如一幅
水墨画。

推开宏村古民居的大门，映入眼
帘的是精致小巧的家庭花园，花坛、
假山、盆景、花草、亭阁、水榭，是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在宏村水系工程的演进过程中，
不少村民由水圳向自家引水，挖池
塘，建水榭。宏村现存旧时修建的庭
院水榭 48 处，水榭并非生产生活必
需，而是满足村民的精神生活享受。”
胡时滨说。

在宏村，水系承载着独特的文化

印记。
“汪氏在修建宏村水系时，并非

局限于本族，而是将水系遍布全村，
同样为其他姓氏村民提供方便。”胡
时滨说，水系贯通让宏村所有村民在
风俗习惯、文化方面逐步趋向于统
一，逐渐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意识。

为了让全村住户都能用上干净的
水源，自古村规民约就有规定，早上
8 时之前是各家各户舀取饮用水的时
间，不允许洗衣洗菜，浣洗必须在此
后进行。久而久之形成村民自觉遵守
的习惯，直至村民普遍用上自来水。

自觉维护水质的传统延续到了现
在。如今宏村仍明确禁止在水系 （水
圳、月沼、南湖） 中洗涤肉类、鱼
类、鸡类及油污物，倾倒或直排污水
污物等影响水质的行为。

在旅游业繁荣的今天，宏村在维
护 水 系 和 水 质 方 面 仍 然 不 遗 余 力 。

“如果餐饮业经营户将污物直接排入
水系，必须停业整改。村里会监督经
营 户 配 合 做 好 泔 水 分 散 收
集、集中处理等工作，没有
市政管网通道的商户要将垃
圾收集好，交由第三
方 保 洁 公 司 人 工 清
运。”汪红伟说。

清 淤 也 是 村 子 里 一 年 一 度 的 大
事。每年元月，一般是过年之前，全
村男女老幼，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
下至刚会走路的娃娃，都会拿着铁锹
和铲子清理自家附近水圳里的淤泥。

“我们尽可能减少机械化作业，
一方面是为了降低可能对古代建筑材
料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是因为集体
清淤能给村民带来一种仪式感，进一
步加强村民保护宏村水系和水质的意
识。”汪红伟说。

除此之外，宏村通过
在拦河坝处人工堆放沙袋，
进一步调节村中水位和水
质，同时还能避免进行大
规模工程建设，保持宏村
水系的原生态。

   “老板，茶钱放坛子里啦，你出来瞅一眼。”
“都是老主顾，有啥不放心的，不看了，大家自己找

地儿坐……”
早晨 5 点半，天刚蒙蒙亮，位于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

的怡心茶楼，迎来了首批茶客。老板张秀侠热情地跟顾
客打着招呼，将一壶壶沸水“咕嘟嘟”倒入茶杯中。棒
棒茶的香气很快飘散开来。

“平时一天三五百人，旺季上千人。”张秀侠告诉记
者，茶客来自周边十里八村。一壶棒棒茶一元钱，还可
以搭配几碟瓜子、花生、糕点，欣赏民间艺人表演的大
鼓书、坠子戏等传统曲艺。

“濉涣文章地，两岸多奇才。”临涣镇古称铚城，地
处濉溪县西南部，因毗邻淮河重要支流涣水而得名，是
一座拥有 3000 余年历史的古镇。近年来，全国各地游客
纷至沓来，感受浓浓“烟火气”。

临涣古镇的怡心茶楼等 20 多家茶馆，茶水由产自六
安、祁门等地的茶梗棒棒泡制而成，因此被称为棒棒茶。

茶梗本为茶之下品，可在临涣古镇，却泡出了独有

的味道。当地人解释说：“茶好不如水好。”古镇有回龙、
金珠、饮马、龙须四大古泉，经泉水沏泡，棒棒茶雾气
结顶、色艳味香、入口绵甜、回味无穷。

“咱这的饮茶习俗，是顺着大运河‘淌’来的。”经
常在茶馆为游客进行讲解的临涣古镇文化研究会会长何
维军介绍，古镇紧邻大运河，南来北往的商贾云集，需
要歇脚、洽谈的场所，久而久之，茶馆林立，饮茶成风。

运河不仅“淌”来饮茶习俗，还“淌”来了文化
传承。

“1999 年之前，这里经常挖出各种石材，有的是未加
工的毛石，有的刻着各种图案，就是不知道干啥用的。”

在距离临涣古镇约 15 公里的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今年
83 岁的村民陈钦凡回忆说。为了编撰当地村志，他走访
50 多名知情人士，写下 30 余万字素材。他说：“故老相
传，连片的农田之下，曾经是波光荡漾、绿树成荫的大
运河。”

经过两次考古发掘，柳孜村发现隋唐大运河通济渠
故道的河道、河堤、石筑桥墩、道路等重要遗迹，出土 9
艘木质沉船及大批陶瓷器、骨角器、石锚、铜钱等重要
文物，填补了运河考古的多项空白。

“濉溪县拥有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79
项，各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49 人，还被评为全国文

化先进县、安徽省曲艺之乡。”濉溪县文化馆负责人李俊
民表示，濉溪县因古濉河和溪河在此交汇而得名，素有

“红色热土、运河古镇、嵇康故里、琴韵酒乡”之美誉，
运河文化、红色文化、古城文化、饮食文化灿若星河，
濉溪古城、柳孜运河遗址渲染着浓郁的隋风唐韵，临涣
古镇处处蕴含市井烟火，口子美酒、香油月饼等享誉海
内外。

千年大运河生生不息。如今的濉溪县紧扣“濉涣双
城”定位，聚焦以文彰旅，以争创“古琴之乡”“中国曲
艺之乡”为契机，在公共文化服务上提档升级，在文艺
精品创作上持续发力，开展 2024 淮北嵇康古琴艺术展演、

“临涣古镇邀您来过年”等系列活动；依托柳孜运河遗址
核心保护区，加快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因地制宜
建设濉溪古城，年客流人数超 300 万人次；将人民调解工
作与临涣茶馆文化、茶文化等有机结合，创新打造茶香
四溢、解疑释惑、促进和谐稳定的“一杯茶”调解法，
入选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步入新时代，运河故里不
断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肖干、李莹参与采写）  

运河古道  茶韵新香
本报记者  徐  靖

村落北高南低，水系构思精妙，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古老宏村 智慧治水
本报记者  徐  靖文/图

徽派民居，粉墙黛瓦。石板小路，蜿蜒曲
折。潺潺流水，穿村而过。山、水、村一体，浑然天
成，如世外桃源。游人至此，不由赞叹：“画里乡
村。”这就是位于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的宏村。

宏村，古称韩村、弘村，坐落于黄山西南
麓，有近千年历史。以宏村为代表的皖南古村落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宏

村入选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宏村景区是国家5A级
景区。

今年汛期，黄山市普降大雨，黄山市各地遭遇
不同程度汛情，不少旅游景点紧急疏散游人，临时
关闭。而宏村经受住了强降雨考验，是黄山市境内
少数正常开放的景区之一。这背后是体现古人智
慧的科学水系设计以及今人对水系的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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