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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丰采；

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

长江，是大自然给予中华民族慷慨

无私的馈赠。走近长江，便如同置身于

漫长的历史沧桑之中，崛起、兴盛、刀

剑、诗歌……厚积万年的文化底蕴，给

人以无边的震撼和遐想。

一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

东。”

长江古名“江”，又称大江，六朝以

后通称“长江”，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

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西南侧，

自西向东奔流 6300多公里后注入东海。

纵观长江的前世今生，足以令人为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惊撼。

时间回拨到 2.5 亿年前的三叠纪早

期，今天的长江流域绝大部分还是一

片汪洋。自约 2000 万年前的晚第三纪

开始，经过数轮新构造运动及冰期与

间冰期频繁交替的气候影响，古长江

的雏形逐渐形成。晚更新世之后，青藏

高原加速隆升，长江上游及其支流形成

了壮观的大峡谷，河湖体系逐渐贯通成

一条外流型的大江，即今日东流入海之

长江。

现在的长江流域面积约 180 万平

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约 1 万亿立方

米，沿江支流达数百条之多，中下游湖

泊如珠，蔚为壮观。

《诗经》云：“滔滔江汉，南国之纪。”

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在与大江同呼

吸共命运中，不断接受着来自山河自然

的熏陶，格物致知，感悟真谛。长江沿

线的诸多博物馆里，林林总总的史前文

物，虽然穿越千万年的时光，仍然闪烁

着不熄的生命之火。

长江是天造地设的无字之师，是浑

然天成的教科大书，给予着中华民族无

穷无尽的生命启蒙。当先民们探求自

然与生命的关系时，长江以吞吐舒卷的

坦荡给出了答案——“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当先哲们思考生命个

体与民族国家关联时，长江以无我无畏

的襟怀作出了诠释——“家国一体、家

国同构、家国圆融”；当先贤们追寻人类

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时，长江以气吞山河

的雄伟发出了回声——“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长江大气磅礴，犹如一支雄赳赳气

昂昂的东征大军，轰轰烈烈，摧枯拉朽；

犹如一群置生死于度外的猛士，刚烈勇

猛，前赴后继；犹如一根强劲的大动脉，

博纳众流，奔腾不息……这就是长江，

这就是大江之魂。

我在沉思，中华大地亘古不变的铮

铮血性缘何而生？长江告诉我，是奔腾

东流的惊涛骇浪所迭嬗而成！我在叩

问，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从何

而来？长江告诉我，是滔滔洪流的熊熊

冶炼所锻铸而生！

二

长 江 是 大 自 然 馈 赠 给 中 国 的“ 地

利”骄子，沿江高原、山地、平原、湖沼的

多样化地貌，加上丰沛的水资源滋润，

使长江流域成为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

现代考古发现，亚洲地区的许多遗

址中存在早期人类种植和收获稻谷的

证据，其中就包括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

址。也就是说，从石器时代起，长江流

域的先民们就已经发明并开始栽培稻

谷，这是长江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

卓越贡献。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尚书·禹

贡》记载了大禹对岷江、沱江的治水实

践。湖北大冶、安徽皖南、江西瑞昌等

地的古铜矿遗址，则佐证了长江中下游

地区早就存在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中国

56 个民族中，分布在长江流域的就有

30 多个。与长江广纳百川的地理特征

形出一脉，各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交

融，折射出包容与多元的长江文化对于

这片土地的滋养，生动诠释着“江河互

济”“天人共生”的长江文化渊薮。

魏晋南北朝、安史之乱、宋室南迁

等时期的北人南迁，催生出庞大的长江

文化板块，并与黄河文化构筑了南北二

元耦合的交融态势，从而成就了其在中

华文化版图中的独特地位。沈括的《梦

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

的《本草纲目》等皆诞生于此，更有文豪

巨擘灿若星辰，光耀华夏。

“长江万里东注，晓吹卷惊涛”，长

江在奔腾东流的进程中穿山破壁、迂

回辗转，培植了长江文化内生的创新

进取精神。

战国时期，李冰“凿离堆，辟沫水之

害”，都江堰成就“天府之国”，耸立起世

界水利史上的一座丰碑，成为古代长江

文明中熠熠生辉的典范。

从古时巴蜀北抗陇秦、荆楚问鼎中

原、勾践卧薪尝胆，到长江源流域的丝

绸之路、唐蕃古道，扬子江段的郑和远

航探险；从近代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

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林则徐“开眼看

世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至洋务

运动、武昌起义；从红船启航、南昌建

军、红军长征、新四军抗战，再到 98 抗

洪、汶川抗震、脱贫攻坚……长江边的

故事，汇聚孕育出动人的长江文化。

青山为凭，江水作证，长江文化中

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创新力，早已凝成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禀赋，是历尽

劫难却始终无畏前行的重要力量支撑。

三

“诗者，天地之心也”，长江流淌着

诗与美，是诗和远方的载体。

长江诗性文化起源的里程碑当数

《离骚》。战国时期，屈原行吟于江上，

以“楚辞”赋予长江浪漫瑰丽的诗性意

象，奠定了“南《离骚》北《诗经》”双峰并

峙的格局。之后的南朝谢朓，以一曲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开启清丽之

风，长江诗性文化由描摹自然之美进入

到艺术化审美的新阶段。

时至隋代京杭大运河开通，长江水

系拓展成为四通八达的交通廊道，长江

干支流沿线的形胜之处，无不烙印着中

华大河文明诗性文化的鲜亮痕迹。

盛唐时期，李白西出夔门远游。“山

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诗仙一生钟情

于长江流域的神山秀水，甚至留下“捉

月飞天”坠入江中的传说。诗圣杜甫晚

年 寓 居 三 峡 ，写 下 了 沉 郁 雄 浑 的《登

高》，在以《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

成就七言律诗高峰后，出三峡病逝于汨

罗江舟中，魂与诗人屈原为邻。3 位诗

坛巨匠先后将生命融入长江，铸成了长

江诗性文化的精神灯塔。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进入

唐宋以后，怀古诗词丰盈了长江千年文

脉，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即为典型

代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

物”，依托诗人们的审美情趣，长江的自

然胜景和人文遗迹得到诗性的升华。

孔 子 云 ：“ 兴 于 诗 ，立 于 礼 ，成 于

乐。”“诗教”培塑理想人格，长江诗性文

化凝练成超越世俗的审美符号和精神寄

托，不断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北 宋 庆 历 六 年 ，范 仲 淹 登 临 岳 阳

楼，思想的目光穿越“北通巫峡，南极潇

湘”的广阔时空，迸发出“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灵魂呐喊。“化

个体之小我为家国天下之大我”成为一

道精神之光，照耀中华民族千万年。

南宋偏安江南，长江成为拱卫半壁

江山的天堑。辛弃疾登上镇江北固亭写

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何处

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

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长江的

惊涛骇浪，演化成词人强烈的爱国情怀。

明初宋濂作《阅江楼记》：长江“六

朝之时，往往倚之为天堑；今则南北一

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长江

在此升华为国家统一与和平的象征。

时光快进到 20世纪中叶，我军相继

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反动集团

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和策动下，试图在中

国制造“划江而治”的局面。1948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

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人民解

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中国

共产党人在民族兴亡的关键时刻，始终

把国家统一的最高利益放在第一位，最

终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残余，建立了主权

独立的新中国。

“ 独 立 寒 秋 ，湘 江 北 去 ，橘 子 洲

头 ……”受到长江诗性文化滋养浸润的

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无愧于历史的选择。

四

在我看来，古代中国版图上，有一

个大的“工”字形布局值得注意——上

一横是长城，下一横是长江，京杭大运

河连接南北两线。从国家安全意义的

高度而言，长江是拱卫中原、维护国家

统一的重要屏障。

历史上，无数惊天动地的战争篇章

发生在长江沿线：三国时期的赤壁之

战，铸成了三国鼎立的天下大势；两晋

时期的淝水之战，奠定了东晋 200 年的

王朝基业……

1949 年 初 春 ，河 北 省 阜 平 县 城 南

庄。毛泽东在此度过的 46天中，常常通

宵达旦地凝视地图上的长江，研究敌军江

防布局，筹划渡江作战方案。熟读史书且

与长江有过非凡交集的毛泽东，对于这条

江流与中国大势的关联了然于胸。

1935 年 1 月 19 日，中央红军由遵义

北进，蒋介石急调重兵于川黔边境封锁

长江。1月 28日，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

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于次日凌晨一

渡赤水河，挥师西进；当敌军南北夹击

时，再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当敌军部署

合围时，又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最后挥

师东进四渡赤水，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

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企图。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

神来之笔。其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使

势单力薄的红军得以在国民党军重兵

围堵中穿插迂回，绝处逢生。之后，红

军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

桥等著名战斗，都发生于长江流域。

时隔 14年后，毛泽东深邃的目光又

一次凝聚于长江。他多次召集渡江战役

总前委成员到党中央驻地面授机宜，还

频繁发电报与前线密集对接，用各方的

智慧融合达成战役方案的精准完善。

1949 年 3 月 31 日，总前委制定《京

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 3个突击

集团：西集团渡江区域为湖口至贵池

段，中集团为贵池至芜湖段，东集团为

芜湖至江阴段。“中央切入、两翼开花、

全线突破”的作战方略，正契合了长江

战略要津的布局。

4 月 20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

《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和平谈判宣告破裂。

当夜，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

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长达 500 多公

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伟大的渡江战

役全面展开。

那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20 日 20

时，中突击集团率先展开渡江。烟波浩渺

的江面上，千舟竞渡，帆影点点，犹如一柄

锋利尖刀直插南岸。次日，东、西两个突

击集团同时展开声势浩大的渡江行动，国

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迅速崩溃。

随后，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扫清残

敌，于 4 月 23 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

反动统治的覆灭。

五

时 光 定 格 了 一 个 极 富 诗 意 的 时

刻。那一日晌午，安徽合肥瑶岗，总前

委指挥部里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陈

毅拎起话筒，电话那头是毛泽东浓重的

湖南口音：陈老总，听说你写了首渡江

诗，可否先让我一饱眼福啊？

陈毅爽朗大笑：主席哟，我那几句

词，只怕会扰了你的春觉喽！

这是渡江战役中的一个经典插曲，

那么酣畅快意地镌刻在中国革命史册

上。时至今日，瑶岗总前委旧址的墙壁

上，仍留存着陈毅那首墨迹润秀的题墙

诗：“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毛泽东的《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4月 24日上午，

北京香山的凉亭中，毛泽东欣喜地读着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新闻稿。回到办

公室后，他激荡多日的诗意一气呵成——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

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

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

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沧桑变迁，伟人当年的诗意憧憬，

如今正被一项项地拓印在长江和它流

经的土地上。

君不见，“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

途”。继南京长江大桥之后，百余座现

代化桥梁在长江干流上腾空而起，雄伟

绰约的风姿，让逶迤江河平添一幕幕水

墨画般的阡陌之美。

君 不 见 ，“高 峡 出 平 湖 ，神 女 应 无

恙，当惊世界殊”。而今，长江三峡大坝

雄立东方，肆虐千万年的水患得到遏

制，225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源源不断地

为中东部输电赋能。

进入新时代，长江被赋予新的时代

内涵和历史重任。

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的长江经

济带，将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相互支

撑、互为呼应，以巨大的综合效益汇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覆盖长江干流区域和长江经济带

区域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造福

沿江 13 个省区市的广袤地区，为新时

代的美丽中国画卷增添光彩。

长江千里，烟淡水云阔。

那声声惊涛拍岸的轰鸣中，何尝不

在飞扬着纤夫拉船号子的回响？那道

道起伏汹涌的波涛里，又何尝不闪烁着

刀戈相击的战争光影？

今天，我伫立长江岸边，回望岁月

长河，远望万里江流，有份感慨油然而

生：文化，是滔滔江流的灵魂。长江文

化，深深镌刻于岁月的记忆中，奔腾在

世代华夏子孙的血脉里。

（版式设计：贾国梁）

长 江 万 里 东
■章熙建

百万雄师过大江（油画，中国美术馆藏） 陈树东 李 翔作

亘古至今，万里长江，浩浩汤汤，奔流不息，泽被南北两岸。
有人说，大河文明，实际上是人跟水之间，以江河为纽带，逐渐进行的文化演化。长江文化正是其中的典型

代表。
大江东去，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一代代中国人情系长江，上下求索，延伸出长江文化的深厚内涵。
她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奔去。长江潮、中国潮、世界潮交融激荡，新时代长江气象万千。本期，让我们回望

长江、感知长江，也展望长江。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