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小生活在浙江瑞安的飞云江畔，沈
小玲爱水。

来杭州工作后，沈小玲选择居住在钱
塘江边，她时常去西湖边、运河旁，对她来
说，“在这些地方发发呆都是一种享受。”

对水的特殊情感，让沈小玲有了更深
入的思考：我可以为2500多岁的运河做
些什么？

沈小玲付诸以行动。
在浙江省第十三届人大会议期间，

作为省人大代表的沈小玲，领衔提出《关
于制定〈浙江省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
护条例〉的议案》，并全程参与了立法调
研、审议、论证等工作。2020年 9月 24
日，沈小玲对这个日子记忆尤深，《浙江

省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经浙
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宣布自2021年1
月1日起施行。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关于
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省级地方性
条例。

在履职过程中，沈小玲与《浙江省
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立法小
组前往本省和江苏、天津各地考察运河
保护情况。码头、粮仓、驿站、纤道……
历史的沧桑铸就了底蕴深厚的文化遗
产。一路上，沈小玲感觉与运河越来越
近，运河多个历史文化遗产点“串珠成
链”，“仿佛让我穿越时空与运河展开了
一场对话。”

立法小组成员和代表们建议沈小
玲：“你用文字把中国人的运河故事写
出来。”

爱写作，在散文方面尤为擅长的沈小
玲，就这样开启了与运河更为深度的“交
流”。从运河上的帝王到缔造运河的老百
姓，从数不完的桥到甲天下的园林，从听
不完的民间曲艺到讲不完的民间文学，从
码头的一言一语到漕帮的“义气”……沈
小玲笔下，运河的人、运河的景、运河的
物、运河的事，跨越千年。

在沈小玲看来，写这本书的契机是
《浙江省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而这本书的完成，也为这部条例交上了一
张属于自己的答卷。

一部条例与一本书
“站在运河边，对话2500年”

2020万字万字““流淌流淌””进进25002500年运河年运河
钱塘作家沈小玲与钱塘作家沈小玲与《《运河运河25002500年年》》

■首席记者 徐红燕

“常在春日的午后，我从杭州武林门出发，一路向北。运河两

岸杨柳依依、桃花灼灼，亭、台、楼、阁、桥穿插其中。立于拱宸桥

上，看桥西老房和桥东高楼。从浙东运河、京杭大运河边经过，我

常好奇2500多岁的运河有哪些故事，运河需要什么样的保护、传

承和利用……”

2014 年 6 月 22 日，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2024 年，在大运

河即将迎来申遗成功十周年之际，中国作协会员、浙江省特级教

师、浙江省作协委员会委员、钱塘区文联副主席、区作协主席沈小

玲撰写的新书《运河 2500 年》新鲜“出炉”。她用 20万字再现大

运河的人间烟火，用四年时光讲述关于大运河2500年的前世事、

今生情，她更是行走几十座运河城市记录下点滴细节完成了这部

中国大运河画像。

《运河2500年》内中国风插画

“为运河画像立传绝非易事。”著名教
育家周一贯这样评价《运河2500年》，“作
家沈小玲以其极富文学魅力的文字娓娓
道来，以一泻千里之力为我们述说了中国
大运河2500年的成长史，不禁令读者思
河兴叹：伟哉，运河之水天上来，装点华夏
江山美！”

沈小玲创作《运河2500年》用时长达
四年，周末或假期，她多次沿着运河遗产
点，深入现场探访，将实景与史料结合，挖
掘运河尘封的历史。

决定创作这本书时，沈小玲其实已经
有了明确的“要求”。“早前为了研究大运河，
我翻阅过很多关于大运河的书，这次要写
大运河，我想要写点不一样的。”沈小玲说。

因此，在《运河2500年》这本书上，面
对长篇的运河古今史，文字细腻又通俗易
懂，沈小玲更是通过“个人视角”，使运河
的故事有了十足的现场感。

正如鲁迅文学奖得主沈苇所说，《运
河2500年》有着跨时空的结构和轻灵细
腻的笔触，现实与历史交互并重，感性与
沉思有机交融。作者抚今追昔、鉴往知
来，以运河多个侧面为切入点，书写精神
与物质的活态化传承，道出了文明的深厚
积淀和源远流长。

作为一名散文写作者，沈小玲已经创
作了多部作品，“但是这本书，是目前我所
有作品中最难创作的。”沈小玲坦言。

难在哪？首先就是提纲。关于运河
的琳琅盛景，关于漫长的历史长河，关于
三十多座运河城市，有太多的内容可以
写，但是沈小玲必须要作出抉择，她只选

择一些运河关键事件。《运河2500年》共
10章，每章有5篇文章，各有讲究。

此外，运河开凿至今2500多年，记载
运河的内容繁冗，要写这本书，准确是最
基本的标准。于是，沈小玲开始了漫长的
考证之路。为避免内容有所偏差，她就一
次次翻阅书籍，一趟趟跑博物馆核对。

翻开《运河2500年》，会不由自主地
被里面的精美插画所吸引。插画的作者
不是别人，正是沈小玲的女儿——插画师
宴鸟，这也是母女二人的第三次合作。

运河之源、水上船家、锦随水来、运河民
俗……宴鸟用浓郁的中国风插画展示着运河
最普通的烟火生活，体现着运河带来的繁荣
与稳定。女儿总能读懂妈妈文字背后的意
义，而妈妈也能看出女儿绘画作品的涵义。
在这种自然而然的默契下，作品锦上添花。

目前，散文集《运河2500年》入选浙
江省委宣传部的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
2023年度资助项目和2024年2月浙版好
书。《浙江日报》读书栏目做了专访，
CCTV央视网全文转发。

一个“4年”与一条河
“为运河画像立传绝非易事”

事实上，写作一开始只是沈小
玲的爱好。

1990年，沈小玲从瑞安师范
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老师。随后
这些年，无论是奋斗在教学一线还
是教研室，喜欢写作的她在工作之
余，静心写作，用细腻的文字表达
着自己的所思所想，享受着文字带
来的乐趣与获得感。

2010年8月，作为浙江省特级
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的沈小玲通过
人才引进来到钱塘新区，开启全新

“旅程”。爱水的沈小玲，在钱塘江
畔，同样没有放下写作。奔涌的钱
塘江潮水、朴实勤劳的钱塘人、风
景如画的乡村风景，沈小玲尤其爱
写钱塘这座城。

沈小玲写的《钱塘传奇》发表
在《人民日报》，文中写道：“在钱塘
的十年时间，我看钱塘潮涌，听钱
塘故事，写钱塘传奇，我时刻感受
到钱塘人血脉中的弄潮儿精神。
江边潮起，风混着水汽与青草香，
于我是那么的亲切。”

2021年，沈小玲加入中国作协，
也是这一年，她进入钱塘区文联工
作。和钱塘区作协一起，沈小玲站在
了一个新的起点，并开展相关工作。

这几年，沈小玲积极创作散
文，作品入选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
金项目，入围叶圣陶教师文学奖，
入选《人民日报散文精选》《浙江散
文精选》等年选书籍，多篇散文在
《人民日报》《浙江日报》《读者》《文
艺报》《新民晚报》《作品与争鸣》等
报刊杂志发表。目前，已经出版
《一朵花的神话》《风过小铃》《运河
2500年》等专著7部。

其中，沈小玲的《辛勤耕耘稻麦
香》《我是钱塘人》《洗河》等多篇散文
都书写钱塘的故事，多篇作品更是发
表在《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等平台，
让钱塘这座城，被更多人所熟知。

在大家眼里，如此热爱钱塘的
沈小玲俨然成了一名“钱塘代言
人”。而这，也正是她的目标。“作
为一名新钱塘人，在这里生活与工
作，无论是深厚的围垦文化，还是
朝气蓬勃的新城，都给我很多写作
灵感，我想把钱塘故事讲给更多人
听。”沈小玲表示。

如今，钱塘区作协共有会员
157名，他们“妙笔生花”、积极创
作，一批批文学佳作书写着钱塘好
故事，描绘着钱塘盛世繁华，推动
着钱塘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一名作家与一座城
“在钱塘江畔，还爱写钱塘这座城”

《运河2500年》沈小玲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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