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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圳电 （杨怿华） 2015 年度“美丽老
家·幸福赣州”（深圳） 旅游推介会日前在广东省
深圳市举行。

推介会上，该市相关负责人向广东省自驾旅游
协会授予“美丽老家·幸福赣州——2015粤港澳万车
游赣州首发团”总队旗。赣州市旅发委与泛珠三角自
驾房车露营产业联盟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9+2+2
自驾游与房车露营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赣州旅游产品独具特色，形成“红色故都、
江南宋城、客家摇篮、生态家园、世界橙乡、堪
舆圣地”六大旅游品牌，是一个理想的旅游休闲
度假胜地。广东是全国旅游综合改革示范区和旅
游大省，已发展成为全国乃至亚太地区重要的旅
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业集聚地之一。
广东和江西旅游合作与交流日益紧密，在这个基
础上，深圳和赣州两地旅游合作规模正在不断扩
大，双方在构建联络协调机制、分享旅游信息、
开拓客源市场等方面开展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取
得明显成效。

深圳是充满时尚气息的“中国主题公园和旅
游创新之都”，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主要
的旅游目的地。深圳有着先进的旅游发展理念、营
销策划经验、行业管理水平以及雄厚的资金实力。
赣深两地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旅游合作前景广阔。
两地将以此次推介会为契机，加强赣深两地市场
互动、产品互推、客源互送、信息互通、交流
互访，进一步繁荣两地旅游市场。

本报香港电（杨怿华） 2015年度“美
丽老家·幸福赣州”（香港） 旅游推介暨

“免费游赣州景区·香港市民探源行”首发
团启动仪式日前在香港举行。

仪式上，赣港两地代表捧起东江水汇
入器皿，共同启动“免费游赣州景区·香港
市民探源行”首发团活动，并向首发团代
表授旗。两地旅行社代表还进行了签约。

据了解，活动期间，香港居民仅需凭
有效身份证明就可免费游赣州的 16 个 4A
级景区和19个A级景区。为鼓励香港组团

社招来更多的游客赴赣州旅游，赣州还出台了许
多优惠政策进行重奖。同时，赣州还在游客聚集
的24个香港地铁站点、300辆香港巴士车身、香
港主要报纸以及电视台宣传展示赣州丰富的旅游
资源，开展免费游赣州A级景点的活动介绍。

此次活动将持续至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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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 的
赣州市中心城

区 老 城 灶 儿 巷
内，仍保留着古老的

天井和巷道，妇女们围
在井边浆洗衣服，污水顺

着排水孔流进地下，她们在
长辈的口口相传中得知，脚底

下就是护佑这座千年古城的福
寿沟。

赣州地处亚热带，降水强度大，
据历史记载，最大日降雨量曾一度达

200.8 毫米。若城内无完善的排水排洪系
统，暴雨后古城将难免内涝之灾。

据同治时期县志记载：“福寿二沟，昔
人穿以疏城内之水，不知创自何代，或云
郡守刘彝所作”。《宋史》上记载，刘彝是进
士出身，“善治水”，又因“悉东南水利，除
都水丞”，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水利部副部
长或总工程师。

北宋熙宁年间（公元 1068 年—1077
年），刘彝到赣州担任知州，当时的赣州城
三面环水，水患不断，尤其是贡江洪水暴
发时，洪水常常倒灌入城。刘彝根据城市

规模、街道布局、地形特点，采取分区排水
的原则，建成了福沟和寿沟，“寿沟受城北
之水，东南之水则由福沟而出”，“纵横纡
曲，条贯井然”，分别将水收集排放到贡江
和章江。因为两沟走向形似古篆体“福寿”
二字，故而得名。

如今，为纪念刘彝的功绩，在赣州市
章贡区古城墙边的宋城公园

内，人们为其矗立了
一尊高 2.7 米、重
达1吨的青铜塑
像。

借力自然设计科学

那么，福寿沟是如何排水的呢？
在赣州市章贡区有座涌金门，每当降雨

过后，福寿沟吸纳的降雨就会汇成巨大的水
流流向这里，再从该门下方的排水口排往门
外的贡江。在排水口上方，赫然悬挂着一个
圆形金属盖板，这就是著名的水窗。

即便放到现在来看，这个水窗的设计
仍堪称巧妙：每当江水水位低于水窗时，
借助下水道水力，水窗将会被冲开排水；
当江水水位高于水窗时，则借江水之力将
水窗自外紧闭，以防倒灌。据史料记载，福
寿沟共有12个这样的水窗。

福寿沟的特点不仅在于实用，更体现
了古人借助自然的力量、利用力学原理以
及着眼全局的高超设计思维。

首先，巧借自然的力量是福寿沟的一
大特点。利用赣州地形的高低之差，刘彝
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把城内的雨水、污
水排入江中和城中的池塘内。此外，在水
窗设计中，为了保证窗内沟道畅通且有足
够的水压力（冲力），古人采用变断面、加
大坡度的方法来加大水流速度，使得进入
水窗的水流速增至 2 至 3 倍，水窗坡度比
正常下水道大4.1倍。这样，水窗内的水既
可以冲刷走其中的泥沙和杂物，又可以冲
开外闸门，排入江中。

其次，福寿沟着眼全局，考虑了生态效
益最大化。设计之初，福寿沟与城内三大池
塘和几十口小塘连为一体，有调蓄、养鱼、溉
圃和污水处理利用的综合效益，形成了一条
生态环保循环链。这一点，与当今学术界提
倡的城市水系十大功效不谋而合。

调蓄水系古为今用

拱形结构、古墓砖、花纹砖……对于
文博研究员万幼楠来说，千年福寿沟有着
更为特殊的意义。在他看来，各类文物物

件 构
成 的 福 寿
沟，犹如一座
记录了千年历史
的自然博物馆。

万幼楠认为，福
寿沟能在近千年中持续
发挥作用，离不开一个基
础——赣州城保留了古城
墙和古城水系。

据介绍，赣州古城是由唐
末五代时风水学家杨筠松选址
建造的“上水龟城”，城形如龟，可以
减小洪水对城墙的冲击力。此外，建城时
摒弃了当时流行的土城，改用砖石修砌城
墙，并冶铁固基。道光时期府志记载：“州
守孔宗翰因贡水直趋东北隅，城屡冲决，
甃石当其啮，冶铁锢基，上峙八境台。”就
是说，用石甃砌基址，再用熔化的铁水浇
在石缝间，使之凝固后，成为坚固的整体。

应该说，筑造符合力学原理的“浮
城”，用铁水浇筑砖石城墙，这是古城防洪
史上的一大创举。而赣州古城的整体规
划，处处贯穿着古人防患未然、规避洪涝
的思想，这在如今的城市防洪中仍有巨大
的借鉴作用。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吴庆洲分
析指出，古城水系以天然河渠为城市排水
干渠，水系调蓄能力巨大，管理良好，而现
代城市多以暗渠和管道排水，本身行洪断
面小，调蓄能力小，加上管理不善等诸多
因素，内涝灾害难以避免。

近年来，近水楼台的赣州在新城区规
划建成了中央生态公园，对新城区的城市
水系起到了调蓄作用，可谓借鉴古代经验
的范例。

传承保护泽被后世

如今的福寿沟，已成为代表赣州的一
个文化符号。在采访中笔者了解到，让福
寿沟“可见”工程已经进入管理部门视野。
相关部门正在考虑选取福寿沟比较有代
表性的一段进行保护性改造。剖开一个截
面，用玻璃罩等现代手段保护，将福寿沟
展现在大众面前。这种做法，在其他国家
和地区已经有了可借鉴的成功范例。

为了加强福寿沟的传承保护，赣州市
与华南理工大学合作对其进行课题研究，
这为福寿沟的文化申遗打下了坚实基础。

“历经了近千年的风霜，福寿沟福泽赣
州百姓的实用价值不可泯灭；然而，它所沉
淀出来的文化价值更加值得我们去深思和
学习。”万幼楠表示。

万
幼楠认为，
福寿沟是世
界上现存最早
的城市地下排水
系统，其历史价值
无法抹杀；福寿沟直
到今天仍然能够发挥
巨大作用，这是它的社会
价值；福寿沟在建造的过程
中，无一不体现出它的科学价
值；更为重要的是，福寿沟代表着
一种先进的城市建设观念和“前人栽
树、后人乘凉”的执政理念，这种将钱花到
地下、花到未来的城市管理理念，不仅是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根基工程、民生工
程，其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更加值得人们
深思、传承和发扬。

赣州福寿沟
托起千年浮城

刘润发 刘效江 刘珊伊

赣州福寿赣州福寿沟沟
托起千年浮城托起千年浮城

刘润发刘润发 刘效江刘效江 刘珊伊刘珊伊

55月下旬月下旬，，江南江南、、华南地区等地遭遇大到暴雨天华南地区等地遭遇大到暴雨天
气气，，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受暴雨袭受暴雨袭
击击，，江西赣州部分地区遭遇了三百年一遇的洪水灾江西赣州部分地区遭遇了三百年一遇的洪水灾
害害，，绵水绵水、、琴江琴江、、梅江梅江、、潋江潋江、、贡江等纷纷告急贡江等纷纷告急。。处处
于章江于章江、、贡江贡江、、赣江三江交汇的赣州市老城区却安然赣江三江交汇的赣州市老城区却安然
无恙无恙，，又一次免遭城市内涝又一次免遭城市内涝。。

千年前的北宋熙宁年间千年前的北宋熙宁年间，，虔州虔州 （（现赣州现赣州））
知州刘彝为百姓修建了一条名为福寿沟的沟知州刘彝为百姓修建了一条名为福寿沟的沟
渠渠，，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厚泽千秋的财富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厚泽千秋的财富。。千百千百
年来年来，，每当洪水肆虐时每当洪水肆虐时，，这条沟都能让这这条沟都能让这
座千年古城免受内涝之苦座千年古城免受内涝之苦。。直到今天直到今天，，这这
条沟仍然让不少现代化的城市排水条沟仍然让不少现代化的城市排水
系统汗颜系统汗颜，，各地专家学者纷各地专家学者纷
至沓来至沓来、、一探究竟一探究竟。。

千年的福寿沟千年的福寿沟，，随着各随着各
项传承保护措施的完善项传承保护措施的完善，，
将将继续托起这座三江环继续托起这座三江环绕
的千年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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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沟内景。 赖联明摄

福寿沟排水口。 赖联明摄

与城内池塘连为一体
的福寿沟。何 敏摄

刘彝塑像刘彝塑像

“美丽老家·幸福赣州”

旅游推介会在深圳香港举行

赣南资讯赣南资讯

近日，赣州市各小学通过丰富多彩的才艺展演，
展示学生特长，放飞梦想，表达自己对祖国、对家乡
的热爱。图为赣州市厚德路小学、赣州市大公路二小
的同学们在表演舞蹈《美丽老家·幸福赣州》。

谢 华 吴光淮摄影报道

学生歌舞祝福家乡

香港巴士车身展示赣州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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