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时的吴根越角，如今的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生日快乐，一岁的你，
绵延千年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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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一江烟水照晴岚”，还是“夜船吹笛雨萧萧”，

似乎离开了水，便无从讲述江南。 “青吴嘉”也是一样。

不得不先说吴淞江。

970多年前的中秋夜， 苏州沧浪亭主人苏舜钦来到吴
江亭上，对月思怀好友，感念万千。 一幅清丽的江水月夜
图，在诗人笔下徐徐铺展。

这绝不是吴江第一次在诗中扬名。 唐诗宋词中常提的
典故“秋风鲈脍”，早因西晋张翰的一首《思吴江歌》流传甚
广，成为无数文人思念江南的美好意象。

吴淞江连接着太湖与东海，也滋养着上游的吴江和下
游的上海。 “江道深广，可敌千浦。 ”滔滔江水奔涌至今，孕
生两岸钟灵毓秀。

与古老的吴淞江相对， 太浦河则显得十分年轻。 从
1958年开工，到 2006年竣工验收，太浦河耗时半个世纪、

跨越三代青年，由人力赋予生命。 西起东太湖，穿过汾湖，

东入黄浦江———青浦、吴江、嘉善三地成为了共同的“开河
者”，创造出一条共同的人工河。

有人说，如果把太浦河流域做成拼贴画板，就可以把
三个好听的地名依次拼上去，拼成“青吴嘉”。 2019年 11月
1日，“青吴嘉”新添了一个国家级的名字：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碧水悠悠，不舍昼夜。 本就因“一体化”而生的太浦河，

将见证更多的“一体化”。

当然不止太浦河。 一体化示范区河网水系纵横，湖泊
星罗棋布。 这片约 2413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水域面积有约
488平方公里。

就在一体化示范区将满一岁时， 沪苏浙立下约定：示
范区内 47个主要跨界水体，无论是古老太湖，还是年轻河
道，三地都将联保共治。

“开河者”又开先河，“青吴嘉”紧紧相连。

    水蜿蜒而过，便遇到了桥。

青浦朱家角， 上海地区最早最大的五孔联拱石桥依然屹
立，400余年前镌刻在桥柱上的楹联，清晰可见。

吴江黎里，“三步上下两座桥”。 清代大才子袁枚对这个
“梨花村落”一见钟情，挥毫题咏：

嘉善西塘，永宁桥是古镇内取景的最佳处，岸边长廊
如一条逶迤长龙伏在水边， 行人和自行车都自廊下过，风
味独绝。

江南的桥，每一座都有故事。 走过古香古韵的砖石拱桥，

仿佛就走到了时光的尽头，一不小心就会走进传说里。

诚然，这些故事中也会有美丽的错误。

1985年联合国发布的陈逸飞画作首日封，被误传为是周
庄双桥多年，原型却是古镇锦溪的南塘桥。 而关于这幅油画，

陈逸飞有一个机智的解释：“我画的是江南古桥。 你可以说它
像什么桥，也可以说它不像什么桥。 ”

审美的江南几多相似，现实的江南同样不分你我。地缘相
亲，人文相近，孕生了江南文化圈共同的空间基因。

一体化示范区成立一年，“青吴嘉”的距离不断拉近：示范
区 5条公交线路开行，断头路陆续打通，三地的跨界交往愈发
紧密。

现代的桥也建立起来了。

青浦区东航路新改建工程是示范区内第一个省际对接基
础设施工程。 核心项目正是一座元荡桥，复古设计，180米跨
度。一头连着青浦金泽，一头连着吴江康力大道，开通后，两地
居民往来无需再绕行高速。

在诗人余光中眼中，桥是一个奇妙的东西。

“人上了桥，却不急于赶赴对岸，反而欣赏风景起来。原来
是道路，却变成了看台，不但可以仰天俯水，纵览两岸，还可以
看看停停，从容漫步。 ”在古时的桥上，在现代的桥上，读懂融
合的江南。

开河者 遇桥 会客厅

    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秀
美风景，到“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的富饶繁华，

江南从古至今都寓意美好。

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江南？因为江南文化的
传统风貌与独特气质难能可贵。在历史学家熊月之看来，

“在今天社会大环境都处于加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注意保
护、延伸其历史文脉是极其重要的”。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抓住了这样的气质。 青浦金泽
镇、朱家角镇，吴江黎里镇，嘉善西塘镇、姚庄镇……先行
启动区的范围内，几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抱团”“打头
阵”，前所未有。

水乡古镇中可寻觅鲜活的历史记忆。 今天的 “青吴
嘉”，有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是一
块极富潜力的“世界级料子”。它并不是藏在闺中，而要创
新机制、向外开放，成为一个“公共会客厅”。

今年 8月，“江南水乡客厅”向全球发出邀约，征集设
计方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段进说，在沪苏
浙交界处的“长三角原点”，约 35平方公里范围，要打造
“最江南”的“新水乡”。

以生态绿色为底色，以创新经济为亮色，以古镇文化
为彩色，以一体化制度创新为成色……今天，这片诗画江
南里的鱼米水乡，有湖荡纵横、林田共生的“高颜值”生
态，凝结了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最江南”文化，汇聚着
一批创新活跃、引领未来的高科技企业。

    长空无瑕露表里，拂拂渐上寒光流。
江平万顷正碧色，上下清澈双璧浮。
“

”     吴江三十里，地号梨花村。
我似捕鱼翁，来问桃源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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