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余玉爪旧曾闻，青鸟犹沾海气吞。
海上风标有如此，眼中神俊更怜君。
平芜未涵头鹅血，春水唯开猗骑门。
过眼昏鸦莫回首，霜拳高兴在层云。

来源：《南苑杂记》
【注释】
海东青：为鹰的一种，以其从大海之

东飞来而得名，其为羽族中的猛禽。
霜拳：指白色的爪子，海东青以爪白

者为最贵重，系朝廷贡品。

《留下集》
韩水法 著
本书收录了作者20余年来累积写成的62

篇学术随笔，依文体和形式分为“题解”“序跋”
“散章”“发言”“对话与访谈”五辑。在内容上，
从浪漫主义到汉语哲学，从文明冲突到书画册
页，从政治哲学到士林山水，皆有论及，充分记
录了作者学术研究领域的广泛和学术兴趣演
变的轨迹。取名《留下集》，饱含着作者对故乡
的眷恋：杭州西溪市，因宋高宗“西溪且留下”
一语，始有留下之名；正是这一方灵秀飘逸的
山水，滋养了作者风雅的心灵。

《踏墟寻城》
许宏 著
本书收录作者十余篇解读早期中国“城”

的论文随笔，其中既有关于古代城市考古的学
史回顾，亦有从考古材料出发对城市轨迹的探
索和解析，良多见地和思考。在“踏墟寻城”
中，作者对中国古代城邑、城市遗址的特质进
行揭示，处处彰显着学术精神上的坚守：“也许
我们永远也无法获知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
迫近真相的执着。”

《从东南到西南：人文区位学随笔》
王铭铭 著
王铭铭教授30年来游走于西南少数民族

地区和东南闽南语言文化区，记录下一路游历
的所见所闻所想，其间有历史有人物有故事，
也有理解有质疑有反思。在这本书里，作者既

写了他和人类学家费孝通的交往，也写了他和
彝族大叔学习彝族酒歌的故事，书中还有他去
华北老镇参加当地的“龙牌盛会”的故事，描写
细致入微、惟妙惟肖。

《考古寻路》
霍巍 著
本书由作者精选的学术论文、讲座整理

稿、访谈录、大型展览图录撰文等结集而成。
以“寻路”为主旨，对中国考古学目前面临的
现状，对建设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尤其
是对既往研究中相对薄弱的青藏高原考古、

“高原丝绸之路”进行探索，力作甚多。这是
一本“准学术”“轻学术”的学术随笔集，雅俗
共赏，涉及广阔，寻文化传播之路，觅古人创
造之智。

《游走在边际》
孙歌 著
一部享誉东亚知识界的结集，探索者孙歌

教授的学术精神游走历程的随笔。“游走”，正
如作者所言，不仅发生在物理空间，从东北亚
到东南亚、西欧甚至北美，而且更多的是在思
维和感知能力上穿透思想与知识的边际，探索
更广阔的精神世界。

《玄思窗外风景》
丁帆 著
书名寓含着作者罗曼蒂克的理想：玄思，

乃远思，虽有些不切实际，然尚存一种文学与

文化的幻想。窗外，由近及远，由窄而宽，皆是
历史的长镜头，我们不能只读圣贤书而不闻窗
外事，文学离不开社会与政治。风景，乃多种
多样，既有过往历史的，又有现在进行的，还有
预示未来的，全在读者“内在的眼睛”中，而如
何用热情去书写却是作者的选择。

《法海拾贝》
季卫东 著
本书是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

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季卫东教授
的随笔集，忠实记录了作者 30 年法律生涯中
对莘莘学子的殷切期盼、对法学教育和法制改
革的精辟见解以及对法制人物和事件的深刻
反思。

《古代世界的迷踪》
黄洋 著
本书辑录作者 20 多年来的学术随笔，内

容丰富，话题大小轻重不一，从苏格拉底之死
到“埃及艳后”的形象塑造，从尼采的古典学
生涯到西方古典学对我们的意义，皆为作者
有所思考，或者试图弄清楚的问题。作者抱
着历史主义的态度，力图对古代世界给予“同
情之理解”，在向古典学先贤致敬的同时，也
对中西古典学界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进行反
思。如果说，古代世界是一个神秘的巨大迷
宫，那么本书展现了一位古典学者涉身这座
巨大的迷宫中，追寻古人生活的一些踪迹的
努力。

“光启文库”图书推荐（四） 《丰台风情咏》
诗歌选登

海东青诗
刘静轩

小龙河是旧时南苑的小龙河是旧时南苑的““龙脉龙脉””

别苑临城辇路开，天风昨夜起宫槐。
秋随万马嘶空至，晓送千旓拂地来。
落雁远惊云外浦，飞鹰欲下水边台。
宸游睿藻年年事，况有长杨侍从才。

来源：《天府广记》
【注释】
南囿秋风：称颂南苑风景，为燕京十景之一。
旓（shāo）：古代旗子上的装饰物。

南囿秋风
李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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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炎炎，绿树成荫、水草丰茂的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成为北京市民消
暑纳凉的好去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
遵循“尊史理水”的设计理念，以小龙
河为主脉，构建一河、十湖（泡子）、两
溪、一淀的水系，打造出“陂塘雁影”
“平湖澹荡”“一亩古泉”等湿地特色
的风景区。

熟悉北京历史的读者都知道，南
苑（南海子）位于北京永定门南十里
处，是明清的皇家苑囿。因处于永定
河山前冲积扇的溢水处，致使该地域
形成泉脉，泉眼众多，号称 72泉。其
实，泉眼远不止此。乾隆的《海子行
诗》有“七十二泉非信徵，五海至今诚
有此”之句，说明这里的泉眼丰富。

又因此处曾有永定河古河道经
过，使得苑内水资源益加丰富，加之
地势低洼，形成巨大的湖泊、河流、沼
泽地带，吸引了铺天盖地的水禽。渔

猎民族契丹建立燕京陪都后，便以此为捺钵的场所。虽然几
经改朝换代，这里仍是捺钵、春水、飞放的宝地——辽、金、元
王公贵族在这里纵放鹰隼、海东青捕猎天鹅、大雁、野鸭等大
型水禽。

到了明代，因袭前朝的传统，并将这里开辟成为皇家
苑囿：南海子。清代加以完善，更名南苑。纵观其历史，河
流造就了这片湿地，并成就了南苑这座皇家苑囿。

苑内的河流，论流量，小龙河远逊于凉水河、凤河，可
论对湿地的影响和贡献，小龙河则远超上述两条河流，堪
称南苑湿地的“龙脉”。

乾隆所撰的《重修马驹桥碑文》云：“水自南苑出者二，
其南源曰团河……其北源曰一亩泉，出新衙门北，屈曲东
南流，径二闸，凉水河自北来会之……”由此得知，“一亩
泉”是南苑水系的北源，难怪乾隆皇帝在泉畔建有龙王庙。

一亩泉位于南苑新衙门行宫的北侧，因其水面约一
亩而得名。当地曾流传“一亩泉吞黄牛”的故事，故此又
名“吞牛泉”。旧时，一亩泉颇盛，涌出的水柱有两尺多
高。乾隆皇帝曾命人到一亩泉实地勘察，共发现泉眼 23
处。一亩泉的水逐渐形成河流，蜿蜒游向东南，似一条游
龙，润泽南苑大地，因此以一亩泉为源流的河，又被人们
称为小龙河。

该河主流长约 25里，河身宽 1丈至 3丈，深约 3尺至 9
尺。水流常年不断。传说是受皇封，数九寒冬不冰冻，实
际上是因其河底为栗钙土所致。

小龙河流到万字地西北时，有苇塘泡子（大泡子）之水
汇入之。所谓泡子，是关外对湖沼的称呼。这处湖沼方圆
五百亩左右，水源是泡子内四时不竭的泉水，水多则溢，由

东南角的闸口排入几米外的小龙河，成为小龙河的支流。
小龙河向东南流去，在流经南场村附近时分出一条

支流，主流仍东流，在旧宫与凉水河相汇。支流则向南流
去，形成头海子、二海子、三海子、四海子、五海子等湖泊，
后注入凤河。

《天府广记》载：“下马飞放泊，即南海子，在城南二十
里。内有按鹰台，土阜如山。有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
时不竭，汪洋若海……”《日下旧闻考》载：“旧称三海，今
实有五海子，但第四、第五夏秋方有水，冬春则涸耳。”

三海子溢出之水在东北角经一条小河，由鹿圈村穿
过，向东北注入凉水河。如此来看，一亩泉（小龙河）、大泡
子（苇塘泡子）、三海子、凉水河、凤河都是相通互济的。这
些河渠、湖泊形成水网，哺育着苑囿的大部分湿地。

清廷对一亩泉（小龙河）水系颇为重视。乾隆三十二
年（1767年），皇帝命人疏浚了一亩泉并设河闸，旱时蓄水，
涝时提闸宣泄，既能保障苑囿汛期的安全，又可调节运河、
凤河的水量。一亩泉的东边建有头道桥闸，既可拦水，又
可行人，俗称土（当地人多称 tū）桥，今尚存石闸基座。数
年前的冬天，水利部门在治理河道时，在小龙河南场村处
发现一座石质构件，应为当时的一处闸座。

河上曾有十几座桥（闸），诸如头道桥（土桥）、二道桥、
北大桥、树桥、斜桥等，最有名的当数旧宫衙门桥了。这是
座出入旧衙门行宫的石板桥，乾隆曾有诗云：“流水声中过
石桥，行宫柳色近招邀。”

到清末，一亩泉河的名字已被小龙河这个名字所取
代。民国时期，其上游的一座村庄因坐落在小龙河畔而被
称作龙河村。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南苑镇北的滨河路被
命名为龙河路，一直叫到今天。

小龙河水质清澈甘冽，盛产甲鱼、螃蟹、河虾。20世纪
60年代小龙河边还可常见有人用鱼叉捕甲鱼，那些在河边
玩耍的顽童也常捉到小甲鱼。

旧时，南苑的“高粱红大螃蟹”十分有名，它们大都产
自小龙河、凉水河等处。民国年间，河岸种的多是耐涝的
高粱，高粱红了，到“晒米”的时节，螃蟹就会爬上高粱秆吃
高粱穗，夜深人静之时，传来“咔咔”之声。深秋后，螃蟹肥
硕，与胜芳螃蟹一起成为京城正阳楼等大饭庄的食材。

小龙河右岸有数百亩荷塘，所产白花藕甜脆可口。明
清时，作为贡品的南苑清水稻便产自河的两岸。

后来，一亩泉逐渐干涸，因为没有水源，小龙河也成为
排污沟。烟波浩渺的大泡子、三海子等湖泊被辟为南郊农
场第一、第二、第三渔场，后来逐渐萎缩干涸。乾隆皇帝出
入行宫所走的衙门桥也被埋入了地下。

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成为首都建设
的重要方略，南苑一带再次受到关注，小龙河在疏浚后，其
两岸被构建为一条自然生态带，它也成为南苑森林湿地的
主脉，将公园的众多景点串联起来。 文/王顺成

（原文刊载于《北京晚报》2024年7月31日第15版）

衙门桥下的小龙河衙门桥下的小龙河。。李丙鑫李丙鑫 摄摄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内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内，，小朋友们正在进行小朋友们正在进行““嬉水大战嬉水大战”。”。赵自谦赵自谦 摄摄

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露营的游客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露营的游客。。欧阳树辰欧阳树辰 摄摄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易国跃易国跃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