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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是一个厚重而充满诗意的地方。

说她厚重， 不仅是由于她经其调蓄注入长江的水量超

过黄、淮、海三河水量总和的滔滔之势，更因为她承载了太

多的历史积淀。江西历来是中华文化经脉的交合之地，既曾

点染过欧阳修、王安石、晏殊、黄庭坚等才子的生花妙笔，还

是许多方外高人乐游之地。 除去大家熟知的道教“祖庭”龙

虎山和因葛洪炼丹而闻名遐迩的三清山， 满山尽是道教仙

家的言教。我们稍稍抬首环视，就会发现鄱阳湖西岸晃动的

满是禅宗宗师的身影，“五家七派”的曹洞、沩仰、临济三家

以及由临济分出的杨岐、黄龙二派均发源于鄱阳湖畔，不得

不感叹这早是一方常乐净土、祥和之地。

26年前，罗铮就出生在这里，从孩提时代到高中。 但是，

生命中记忆最深的往往是离去之后的回望。2001年，他离开

鄱湖母亲的怀抱，远赴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深造，遥望

故土， 他才更深刻地意识到鄱阳湖给予他的远不止秀丽的

风景，最重要的是一种生命的积淀。

优美的鄱阳湖给了他一颗挚爱文学的心。 面对家乡的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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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总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总想为它来记载点什么。有了这份挚爱，才

会在赣南老家，禁不住刻画小河的生命力、米酒的醇香、甚至鸡和狗的

纯真可爱；有了这份挚爱，才会在贾岛的经典“推敲”故事中萌生新探之

意；有了这份挚爱，才会在看完《外婆的古城》、白桦先生的“边地传奇系

列”这些精美的作品之后思绪翻滚。他深知“一个爱读书的华人，方能将

龙的血脉相承”。每天大量的阅读，使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作为他生命

过程中的点滴记录。

他常背起行囊，穿行在祖国的大地上。 万里路上，书窗外的声音常

常让他思考人生的基本命题：人是为什么而活着？清丽的鄱阳湖给了他

一份纯洁的感动。 以至于到了周庄古镇、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扬州

城，才能用纯洁的眼光透视一点历史的痕迹，才使他在参观兴国、于都、

文家市、铜鼓等红色故址和前辈的英雄事迹时无法抑制盈眶的热泪，才

造就了他见到世间触碰真情的感动时难以不让自己诉诸文字。

当听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 他胸中燃起无限

的欣慰与自豪，遂把自己多年来对鄱阳湖的情感恣意挥洒，用《鄱阳湖

旋律》《鄱阳湖，美的和谐》《奏响鄱阳湖青春之歌》《鄱阳湖印象》等篇章

表达一个鄱湖儿女对母亲湖的尊敬与感恩。

何为和谐，古老的鄱阳湖似乎早就给了我们答案。国家级的生态经

济开发区确立，告诉我们和谐其实就在不远处，它从来没有离开。 愿罗

铮的文字能为母亲湖做个很好的注解。 祝福他在人生的大路上勇往直

前，我手写我心。 祝愿他在挥洒文字时，能有更大的思考，更多的感悟。

找到真正的自我，发现真实的和谐。

夏巍峰 2010 年春末于北京

（注：夏巍峰，现代教育专家，《中国远程教育》杂志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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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鄱阳湖旋律

古往今来，每个徜徉在鄱阳湖畔的有缘人，对那

天美、地美、水美、人美的诗化意境，都免不了

沉迷其间，充满依恋。 鄱阳湖以虚怀若谷的气度，吸

引着无数仁人志士慕名拜会，挥毫留墨。 时光流转，

鄱阳湖积淀着一份难以媲美的历史厚重。 面对这份

厚重，我们无以言表，唯有静心感悟，顶礼膜拜。

（一）水波之律

“汉水亦太急，江浑只恁流。何如彭蠡泽，清莹解

人愁。 ”浩浩五千平方公里鄱湖，历来是激起无数诗

人灵感的地方。 千万年涨潮涨落，千万年沧海桑田，

生于斯、长于斯、乐于斯的一代代江西儿女，或勤劳

谋生，或泛舟而游，或临湖观望，用自己生命的热情

谱写了太多的美好传说。不因别的，只为鄱阳湖内生

的“水波之律”。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 173 公里，

东西最宽处达 74 公里，平均宽 16.9 公里，湖岸线长

1200公里，根据卫星遥感测算，湖区最大丰水期面积

为 5100 平方公里， 平均水深为 6.4 米， 最深处为

25.1米左右，容积约 300亿立方米。恰如一块圣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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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镶嵌在江西的北大门，向世人传递着赣鄱大地的富饶与美好。

鄱阳湖多年平均水位为 12.86米，最高水位为 1998 年 7 月 31 日的 22.59 米，

最低水位为 1963 年 2 月 6 日的 5.90 米（湖口水文站，吴淞基面）。 年内水位变幅

在 9.79米~15.36米，绝对水位变幅达 16.69米。随水量变化，鄱阳湖水位升降幅度

较大，具有天然调蓄洪的功能。 由于水位变幅大，所以湖泊面积变化也大。 汛期水

位上升，湖面陡增，水面辽阔；枯期水位下降，洲滩裸露，水流归槽，湖面仅剩几条

蜿蜒曲折的水道，自然天成“枯水一线，洪水一片”之景。

鄱阳湖拥有广阔的胸怀。 她承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河，流域占

江西省国土面积的 97%，而且有湖超过一千，素有“东方威尼斯”、“中国湖城”的美

誉。每当夜幕降临，鄱阳湖便大度地为皎洁的月光腾出位置，任凭月色装扮着她的

全身，若是此时随波飘荡着几只尚未归家的渔船，几点若隐若现的渔火闪烁其间，

鄱阳湖便用轻盈的水波抚慰着辛劳的渔民，好一幅清丽的画卷。

一个美丽的湖泊经常都会变换不同的颜容以示众人。 炎热的夏季，鄱阳湖会

变身为一座天然浴场，孩子们在大人的陪伴下，带着一个救生圈跳入湖水，欢快不

已。 女人们大多留有一丝羞涩，迟迟不敢下水，只是远远欣赏着自家的男人和孩

子，等他们尽兴归来便身手敏捷地一展浣洗之功，其后一家人安坐岸边以享天伦

之乐。 有时，可以用肉眼穿透清澈见底的湖面，看着鱼儿们在水中穿梭嬉戏，调皮

的孩童只需随手一抓，便能轻易逮住一两条。若是再有一点创意，用一根小木棍和

一块细密的网布制作一个简易的渔叉，随便往湖里扎上二三米，反复几次，即可收

获几两湖虾，晚上就有一碗鲜美无比的虾米挂面等待着你。

鄱阳湖在古代有过彭蠡泽、官亭湖等多种称谓，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在地

质、气象、水文等复合作用的长期发展下，彭蠡泽向南扩展，湖水越过松门山直抵

鄱阳县附近，因而易名鄱阳湖。 在湖水南侵之前，松门山以南原本是人烟稠密的枭

阳平原，随着湖水的不断南侵，鄱阳湖盆地内的枭阳县和海昏县先后被淹入水中，

历史上曾有“沉枭阳起都昌、沉海昏起吴城”之说。 烟波浩渺、水域辽阔的鄱阳湖，经

过漫长的演变，在距今约 1600年左右形成了现代鄱阳湖的雏形，犹如一只巨大的

宝葫芦系在万里长江的腰带上。

鄱阳湖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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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鄱阳湖以其大肚能容的气量做着默默的无私奉献。 作为长江中下

游地区最大的天然调蓄洪区，鄱阳湖湿地可以调蓄汛期长江干流、五大河等区间

的大量洪水，有效缓解周边地区的防洪压力，保护洄游性鱼类和珍稀水生动物的

繁殖及长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经其调蓄注入长江的水量超过黄、淮、海三河水量

的总和。 不仅如此，鄱阳湖作为中国的“大陆之肾”，跻身中国十大生态功能保护

区，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成为中国唯一的世界生命湖泊网成员，被世界自然基

金会划定为全球重要生态区之一。 鄱阳湖不仅仅滋养了一个江西，更对维系区域

和国家生态安全、维护世界生物多样性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功效。

望鄱湖苍茫，万叠云屏，八百倾浪，水草丰美，200 万亩草洲给水生植物的生

长创造了不可复制的优越条件。鄱阳湖的水生植物包括挺水植物、沉水植物、湿生

植物、浮叶植物。挺水植物有芦、荻、菰、水蓼、旱苗蓼、莲、白菖蒲等，君不见春夏之

交，芦海汪洋，芦荻渐多人渐少，鄱阳湖尾水如天。 沉水植物如马来眼子菜、黑藻、

金鱼藻、小茨藻、大茨藻等，包括黑、小茨、苦草群丛等。 湿生植物有苔草、蓼子草、

牛毛毡、稗草等，以及苔草群丛和一部分芦荻群丛。浮叶植物则包含菱、荇菜、金银

莲花、芡实等。 春夏秋冬，这些水生植物伴随着鄱阳湖，见证着一代又一代赣鄱儿

女的勤劳创业，见证着千百年的沧海桑田。

（二）山峦之律

三年前，一个偶然的发现让我惊奇不已，中国古代的一批文豪都表达了希望在

庐山安家的迫切愿望。 有人也许会怀疑这些文坛大家走过了太多的地方，难免一时

激动表达着对某处青山秀水的偏好，说了一些过头话；但是，声言一定要在某地安

家，声言非要在那里静心度日，这不得不说是罕见的情致。

北宋元丰七年，苏东坡由黄州贬赴汝州任团练副使时路经庐山，写下了十余

首庐山游记诗，觉得还不过瘾，似乎还没有领悟庐山的精髓，于是最后用“不识庐

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表达了对庐山的无比眷恋。 一不小心，居然说出了千

万游子内心的欲望。 想在庐山安家的心愿更强烈的是白居易，虽然乐天居士与庐

山的缘分是在他被贬任江州司马时所结，但他正是在庐山过上了荷池古松、流泉



鄱阳湖旋律

和鸣、叠翠山峦的闲适生活，写出了不少流传千古的诗文，所以他在迫不得已离开

居住的草堂时，才会有万般不舍，向这个世外桃源许下“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官

满却归来”的诺言。 就连狂放不羁的“诗仙”李白，第一次到庐山也表达了“吾将此

地巢云松”的留恋，之后又在五老峰北侧的山谷中筑草堂隐居，成为其重要的精神

寄托。

庐山何以赢得如此多文学大师的喜爱？ 恐怕不仅仅是由于它的自然风光。 无

可否认，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的庐山，90 余座山峰绵延起伏，犹如九叠屏风，

在一马平川的鄱阳湖盆地上拔地而起，蔚为壮观，小天池、望江亭、花径、三宝树、

含鄱口、五老峰、三叠泉等景色秀美绝伦，但更重要的是，庐山拥有难以比拟的文

化底蕴。自从《史记》记载司马迁“南登庐山”之时，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

早在李白他们上山几百年前，佛教与道教就已经在庐山根深蒂固，从互争雄长到

携手共进，打造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圣地。 再加上近代传入的基督教（新教）、天主

教、东正教、伊斯兰教，把庐山的宗教文化推向极致，达到“一山藏六教，走遍天下

找不到”的境界。全国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

趋势。 《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正是在庐山莲花峰下，开创了张扬宋明理学的濂溪

书院。 陶渊明和谢灵运把庐山的景致作了诗意的铺垫，地质学家李四光在庐山发

现了第四纪冰川遗址，植物学家胡先创立了第一个植物园……

江西全境是一个群山环抱、众水归“鄱”的巨大盆地，在这个独特的地理体系

中，山、水、人共同构成了一个缜密、和谐的生态系统。 庐山只是众多山脉中的一

员，它的兄弟三清山、龙虎山都是驰名中外的名山，与庐山一样，有着绵长、韵味十

足的历史文化，相信人们对这几座大山都有一定了解。倒是它们的另一些小兄弟，

同样点缀着鄱阳湖五彩缤纷的亮色。

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苏东坡。 还是元丰七年，这位文坛巨匠按照《水经》的指

引亲赴石钟山，为了弄清此山以钟名的缘由，他携儿子苏迈夜晚在峭壁大石间考

察探测，详细记录了石钟山清风掀浪、水波撞石的壮阔，“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

之陋也”。 地势险要的石钟山，因控扼长江及鄱阳湖，居高临下，陡峭险峻，是一个

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号称“江湖锁钥”。登临山上，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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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窥探江湖烟波，又可欣赏庐山烟云，山下摩崖石刻琳琅满目，至今仍有各类石

碑逾 200处。

离石钟山不到 10里的地方有一座外形像鞋的大孤山， 民间传说它是仙女掉

在鄱阳湖的一只绣花鞋，故而当地百姓又称其为大姑山，与坐落在彭泽县的小孤

山相映成趣。 明代的江西才子解缙曾为之题诗“凌波仙子夜深游，遗得仙鞋水面

浮”。湖畔还有一处石质小山，据说是亿万年前火山爆发的遗迹，三面滨湖，石呈黄

色，盛夏登上山头有如火焰之炽，因此得名火焰山。 千百年来，处在鄱阳湖腹地的

火焰山一半浮出水面，另一半躲入湖里，似乎一座神秘的“海市蜃楼”。 只是近年

来，鄱阳湖水位不断下降，才逼出了火焰山的“真面目”。 远看山石，下半部分的水

迹浸痕依旧明显，依稀可见当年湖水拍岸的盛景。 黄昏时分，夕阳照射着奇峰异

石，与泛着金黄波纹的湖水融为一体，展示出一种富丽堂皇的尊贵。

清水润及几乎江西全境的鄱阳湖，山峦的魅力竟无与伦比。雄伟瑰丽、挽救中

国革命于危难间的井冈山，集“生态观光、民俗风情、科普教育和禅宗文化”于一体

的明月山，历史上曾与衡山、庐山并称“江南三大名山”的武功山，华东六省一市的

最高峰黄岗山等等，都在各自的地域与鄱阳湖心手相连，共同谱写着赣鄱大地山

水的和谐奏鸣曲。

（三）地灵之律

如此山水滋润的大地，必然潜藏诸多灵气，养育出一大批震撼世界的人杰。鄱

阳湖是古代从北方进入江西的唯一水道，也是沟通南北贸易的主要通道。 烟波浩

瀚的鄱阳湖，承载的是江西人民的智慧，一代又一代赣鄱儿女以湖为荣，遇湖而

聪，借水生智。

早在商周时期，鄱阳湖区就已被勤劳的人们开发利用，1973 年发现的吴城遗

址就是有大规模人类居住的商代遗址，出土了 900 余件较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铜

器、玉器、牙雕等文物，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最

早推动鄱阳湖开发的是秦始皇。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又命大将率 50万大军分数

路南下平定百越，其中一支出彭蠡，溯赣江，过大庾，南下广州，给鄱阳湖增添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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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气。 到西汉时期，鄱阳湖被史书称为“饭稻羹雨”的富庶之地。 此后，鄱阳湖的

经济文化得益于西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变引起的三次移民南迁，

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带到南方，发展迅猛。 《豫章记》中用“地方千里，水路四通

……嘉蔬粮稻，擅味于八方，金铁筿?，资给于四境”来记载南朝湖区的物产。

交通便利是鄱阳湖得以兴盛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运输大动脉

京杭大运河就把鄱阳湖编入它的必经之道， 这条绵延 2000 多里的水陆通道为一

千多年南来北往的商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管政治格局如何变换，走南闯北的

商人、游客、官员，海外的珠宝、药材、犀角，国内的茶叶、瓷器、纸张，都得接受鄱阳

湖的恩惠。 可以说，唐、宋、元、明数朝直到清朝前中期，鄱阳湖畔都是交通最发达

的地区之一，附带而来的还有曾经的征米第一、舟船第一、茶叶第一、造纸第一、瓷

器第一、产铜第一等多个桂冠。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洪洲东门记》中写到

鄱阳湖流域时说“其田宜粳糯，其粟输与京师，为天下最”。 《唐语林》则辑录造船的

盛况：“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 ”而浮梁的产茶中心地位可

以在白居易的名文《琵琶行》里找到依据，唐朝后期征收的贯茶税，浮梁一县能交

全国的八分之三，可见“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所言不虚。瓷都景德镇

似乎都用不着介绍，“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巧夺天工，已经光耀千

秋。 难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要多次亲临鄱阳湖感受她的魅力，还禁不住奋笔疾

书，不愿让这种视觉的惊奇转瞬即逝。在他的笔端，鄱阳湖“环绕它的整个沿岸，极

目望，只是无穷无尽的层层城镇村寨。从这里可以由水路到福建省，再从那里东

至大海……从这里，河水的潮流对于向南京进发的人有利，在这地方它流得特别

缓慢，你简直注意不到它，这使得这一广阔的水域里，处处可以航行便利”。

经济的繁荣昌盛，必然带来文化的浓厚精致。人类最伟大的脚步，往往都与水

有关，就像宗教与鄱阳湖的缘分。江西能成为宗教文化荟萃的区域，鄱阳湖功不可

没。 净土宗祖庭东林寺、曹洞宗祖庭宜丰洞山和宜黄曹山、沩仰宗祖庭宜春仰山，

散发着浓郁的禅宗气息；华东和华南地区的最大石窟寺通天岩、我国最大的自然

洞石窟南岩寺，以及青原山净居寺、三爪仑宝峰寺等等，都在诉说着一段段佛教的

珍贵历史。 道教资源亦首屈一指，龙虎山上清宫天师府、三清山三清宫、南昌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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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宫、阁皂山、玉笥山等，都是五湖四海道教信徒的圣地。 在道教信徒公认的天

下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中，江西有五小洞天、十二福地，在全国排

名第二。鄱阳湖边的民间娱乐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看，江南首富饶州府的上元节灯

山花海，在宋朝乃是举国向往的盛事，至今鄱阳人都依然对花灯情有独钟。 同时，

既然财富聚敛的地方往往容易诞生莺歌燕舞， 鄱阳湖畔自然少不了像宋代姜夔、

元代汪元亨、明代邓志谟等一大批音乐界的名士。

一湖清水，沉积的不仅有丰富的物种和厚重的文化，更有一大批为鄱阳湖增

光添彩的历史故人。 是他们，将湖水的清丽推向了全国；是他们，把鄱湖的胸怀告

之世人；是他们，让鄱湖始终笼罩着一层亮丽的光环。 年少立志“矫世变俗”、被誉

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使很多读者做着“临川四梦”的“东方莎士比

亚”汤显祖，“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著名词人晏殊，集理学之大成、

复振白鹿洞书院的朱熹，不愿融入宦场生活、宁愿终身陪伴在鄱阳湖身旁的陶渊

明……他们告诉世界，鄱阳湖拥有披荆斩棘的气势；他们告诉世界，鄱阳湖隐藏着

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他们告诉世界，鄱阳湖是真正的有容乃大！

鄱阳湖的四通八达造就了她的大器，也为她引来了无数关注的目光，有时也

夹杂着不少不和谐的因子，譬如说战争。 鄱阳湖地处江西省北部，长江中下游南

岸，为江南重要门户之一。如果得据鄱阳湖，既可腰击大江，威慑江北，又可南向进

取，竹破赣中南，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水域内的双钟镇、石钟山、梅家洲、鞋山、南

康镇、吴城镇等均为战略要地。自西汉以降，鄱阳湖周边就发生过多次大规模陆战

和水战。著名的周瑜点将台就记录着赤壁之战的重要一隅；东晋桓元篡立，大将刘

裕、何无忌等起兵讨伐，追赶桓元到江州（九江），大破其部将何澹之于桑落洲（今

鄱阳湖口八里江一带水面）；隋军南下统一全国，与陈朝大军会战彭蠡；公元 974

年，宋将王明率军在鄱阳湖水战大破南唐军；公元 1275 年，元将伯颜率军至鄱阳

湖，祷大孤山神，风息桥成，大军皆渡，江南遂成元域。公元 1361年，朱元璋在鄱阳

湖口大败陈友谅；清顺治、康熙年间，左良玉、金声桓、耿精忠等先后据守鄱阳湖口

以抗清军……鄱阳湖一带的战争文化历史之悠久，内涵之丰富，形式之壮观，影响

之深远，不逊色于中国任何一地。 但战争也给人民生活和文化传承带来了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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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书院、寺庙、土地被毁无数，现在鄱阳湖一带很多地名依然深深刻有战

争的印记，如马回岭、马影镇等。

（四）候鸟之律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

这里发生过许多不为人知的美妙爱情，只不过，它们的主角不是人。若是与人

世间最动人的爱情故事相媲美，怕也只能打个平手吧。 让我们先看一二。

有一只生活在西伯利亚的白鹤，一直以来欢声笑语，是同伴的开心果。可是有

一年同伴突然发现他沉默寡言，常常独自飞到草原的那一头眺望远方，原来，它在

想念南方烟波浩渺的水波，想念随风起舞的草洲，最为想念的是那一只婀娜多姿

的雌鹤。尽管相隔千山万水，甚至他连她从哪儿来都不知道，但他忘不了她的洁白

纯净和曼妙身段，忘不了她回眸一笑带来的黯然销魂，忘不了他没有誓言和承诺

的拥她入怀。

好不容易等到了西伯利亚的草地铺上一层雪白的冬妆，白鹤迫不及待地飞在

了南徙队伍的最前头。他相信，她一定会来！他相信，在世间最美的鄱阳湖畔，一定

能孕育出最为动人的爱情！ 果然，他遇到了她，即使双方都历经千辛万苦，他们依

然笑面相迎，温柔相拥。这一刻，时光停滞，湖水为倾国倾城的爱情舒眉展笑。江南

之冬，于他们而言，暖意如春。

时光飞逝，又一个暮春时节。 他要北返西伯利亚，她要跟随她的队伍，他告诉

她“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她告诉他“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

天阔”。 他们要用两百多个日日夜夜来诉诸思念，这是一种离愁别绪，更是一种艰

难的爱情考验。此后，西伯利亚的时光完全变成了鄱阳湖的回忆，他每天都会选择

一个制高点，遥望着南方的朦胧烟波。他多么想和她一起化身粗壮的大树，在鄱阳

湖畔紧紧缠绵，寸步不离，相守相望。

冰雪来了，他背上早已收拾好的行装，冲出了家门。然而，这一次，他没有把她

等来。 她的同伴说，她遇到了不测。 这个消息不啻于五雷轰顶，但他的眼里没有泪

水，只是用尽力气向着长天呼喊了一声，便展翅高空，直冲而下，他要和她共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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