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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对李三命运的祈祷，我们驱车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沱湖。沿着 304 省道
向西进发，一路马不停蹄来到香涧湖。
驻足堤坝眺望，平静的湖面像一幅水彩
画，偶尔波纹荡漾了，一定是鸟儿落在
上面。看着鸟儿纯洁无瑕的眼睛，仿佛
心都被融化了。

香涧湖是浍河衍生出的湖泊。浍
河，古名涣水，是淮河一条重要支流，发
源于河南省夏邑县，全长约 320公里，河
南省境内长 60 公里，安徽省境内 260 公
里，流经河南永城市、安徽濉溪、宿州、
固镇、五河等市县，在固镇县九湾乡入
五河县香涧湖与澥河汇流，通过怀洪新
河流入洪泽湖。

自古以来，浍河就是内河航运要
道，目前依然是淮河进入皖北、豫东货
物运输的主要通道之一。如今五河古
码头前，依然舟楫穿梭，机器轰鸣，只是
少了往日繁忙景象而已。

香涧湖名称的来历，相传与垓下之
战有关。垓下之战遗址，离香涧湖北岸
不足十公里。战争期间，有一对相敬如
宾、恩爱有加的夫妻，由于战乱失散
了。妻子随逃荒人流挤上渡船来到河
南岸，丈夫却留在河北岸。

一晃三年过去了，彼此还没有找到
对方的下落。痴情的妻子经常在河堤
上对着河水呼喊丈夫的名字，无奈湖水
浩荡，一望无际，呼喊声瞬间淹没在波
光粼粼的湖水里。

民间有歌谣唱道：“妻住湖之南，夫
居湖之北，开门望穿眼，只恨一湖水。”
夫妻二人凭借河水传情，苦熬了几年。
这一年，夫妻有了音讯，约好了丈夫乘

船来湖南岸接回妻子。谁知，天有不测
风云，就在船行到湖中央时，狂风大作，
风雨交加，巨浪掀翻了渡船，丈夫被扣
在船下溺水身亡。噩耗传来，女人搂着
尸体嚎啕大哭，哭了一天一夜没撒手，
第二天竟死在了丈夫身边。众人被他
们的真情所打动，交口称赞这对有情有
义的好夫妻。从此，人们就把这个湖称

“相见湖”。
此后，不知过了多少岁月，“相见湖”

变得深不可测，常常漫过堤坝祸害百姓，
人们又把“相见湖”戏称为“涧”。据说，
到了明代，由于“涧”内荷菱飘香、鱼肥蟹
美，当地百姓也为了表达对那对夫妻真
情的留恋，教育后人珍惜人间真情，遂把

“相见湖”叫成诗情画意的“香涧湖”。
在五河，河趋于平淡，湖却各有千

秋。在我的记忆中，天井湖、沱湖、香涧
湖，并非一帆风顺，几番断流，几经停
航，几遭污染，几次重生，实乃运命多
舛。如此往复数千年，唯一不变的湖还
在，山水无恙。

不尊重自然，无异于毁灭自己。而
今五河人，在淮河两岸吹响生态文明的
号角，拆除湖畔违章建筑、关闭污染企
业、清除湖中围网箱网、垃圾四类处理
全覆盖，牢牢堵住了垃圾入湖的源头，
让千疮百孔的河流湖泊得以休养生息，
清波永驻。

作别五河时，已近黄昏，晚霞茵茵、
青山隐隐、春风习习。“三湖”清波粼粼，
摇曳生姿，跌宕流逝，暗示我五河观湖
的一日春光之行就要过去。或许我会
缱绻离开，但春天不会过去，它会永驻

“三湖”，永驻五河。

探寻安徽五河县三大湖的千年历史探寻安徽五河县三大湖的千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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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河县是皖东北千年古县五河县是皖东北千年古县，，因县城悄因县城悄
卧在淮河卧在淮河、、浍河浍河、、漴河漴河、、潼河潼河、、沱河五水相汇沱河五水相汇
的交点上的交点上，，遂得此名遂得此名。。

五河自古就是淮河水上门户五河自古就是淮河水上门户，，傍水而傍水而
生生，，依水而兴依水而兴。。据清光绪据清光绪《《五河志五河志》》记载记载：：““商商
贾以盐贾以盐、、当为大当为大，，米麦豆谷贸迁者皆集于五米麦豆谷贸迁者皆集于五
河口河口，，渔火人烟渔火人烟，，互相明灭互相明灭，，冠盖相望冠盖相望，，舟楫舟楫
云集云集，，壮哉一大都会也壮哉一大都会也。。””可见可见，，古代五河的古代五河的
繁华景象及河湖对五河的影响之深之远繁华景象及河湖对五河的影响之深之远。。

空中鸟瞰空中鸟瞰，，整个县城沿着淮河两岸向四整个县城沿着淮河两岸向四
面延展开去面延展开去。。如果说如果说，，淮河是挂在这座城市淮河是挂在这座城市
秀颈上的一条金项链秀颈上的一条金项链，，那么天井湖那么天井湖、、沱湖沱湖、、香香
涧湖就是嵌在金项链上的三颗晶莹剔透的涧湖就是嵌在金项链上的三颗晶莹剔透的
翡翠玉坠翡翠玉坠，，点缀在五河的历史长河中点缀在五河的历史长河中。。

因 疫 情 在 家 待 久 了因 疫 情 在 家 待 久 了 ，，很 想 出 去 走 走很 想 出 去 走 走 。。
也许是春风有情有信也许是春风有情有信，，捎我去天井湖捎我去天井湖，，去沱去沱
湖湖，，去香涧湖去香涧湖，，去赴一个梦中久候的美丽邀去赴一个梦中久候的美丽邀
约约，，感受俗世风景感受俗世风景，，很能令人迷醉其中很能令人迷醉其中。。

我出生在五河县打雁刘村，从村后流淌
出来的那条河，就是大名鼎鼎的天井湖。
春过天井湖，十万多亩的湖面泼墨写意被
春光信手拈来，俨然有了山水叠翠、烟云流
润的疏离画境。远处，有几只捕鱼的渔船
飘在湖面上，像起伏的音符，随波跳荡。正
看得入神，突然，湖面传来“轰隆隆”的机器
声，原来是一艘渔政管理快艇在巡逻，随即
碧波一层赶着一层欢快地、有节奏地拍打
湖岸，优美的旋律，仿佛是在欢迎我们的到
来。

看着不疾不徐流淌过来的天井湖，我忽
然想起小时候爷爷经常给我讲的那段历史
典故。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率九百戍卒在大
泽乡（今安徽省宿州市东南刘林集一带）起
义，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当时担任泗水亭
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镇长）的刘邦，也起兵
响应。在群雄争霸中，刘邦领导的起义军
成为义军中的一支劲旅。公元前 208 年，因
母亲病故，刘邦在家乡沛郡丰邑 (今江苏省
丰县)守孝，按兵不动。此时，秦兵来攻，刘
邦调兵迎敌，秦兵战败逃窜。刘邦命手下
大将雍齿据守，自已率兵追敌。魏王咎为
获取丰邑，派魏相周沛前来招降雍齿。雍
齿在高官厚禄引诱下，背叛刘邦，举丰降
魏。刘邦闻讯，急回师讨伐。魏军和雍齿
里外夹击，刘邦惨败，单骑往东南方向落荒
而逃，魏军穷追不舍。危急之中，眼前一片
白茫茫的沼泽，拦住刘邦去路。命悬之时，
忽见沼泽旁一口枯井，刘邦灵机一动，迅速
下马，扬鞭猛抽马臀，战马似懂人意，飞速
向东南方向狂奔。等马跑远了，刘邦只身
跳进枯井。

说也奇怪，井口一只大蜘蛛在刘邦入井
后迅速结网，恢复原状。魏军追到沼泽地，
四处搜寻，不见刘邦踪迹，只见一口枯井，井
台上布满青苔，井口蜘蛛网完好无损，丝毫
没有怀疑井底有人。搜寻完毕，魏军集结队
伍，继续向马跑的方向追击。魏军走后，战
马从芦苇荡中钻出来，向井边连声嘶鸣。刘
邦在井底听到战马呼唤，料魏军已远去，便

轻声唤马。战马得知主人还活着，便将缰绳
垂入井中，救出主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战马垂缰救主”的典故发生地。
刘邦失利后投奔项梁，项梁见刘邦英姿

豪爽，以礼相待，慨然借兵五千帮助刘邦。
借得救兵，刘邦再攻雍齿，雍齿战败投魏。
公元前 206 年，刘邦率兵攻占咸阳，推翻秦
朝统治。同年项羽入关，公然违背楚怀王

“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而封先攻入
咸阳城的刘邦为汉王，让他管辖汉中弹丸
之地。刘邦对项羽的分封颇为不满，但无
奈自己兵力弱小，只好委曲求全，养精蓄
锐，伺机和项羽争夺天下。于是项刘二人
进行了长达四年的争霸之战，史称“楚汉相
争”。公元前 202 年刘邦打败项羽即皇帝
位，先定都洛阳，不久迁都长安，建立西汉
王朝。

刘邦即位后，御封这口枯井为“天井”
（寓为天意），井边的沼泽蓄水，日积月累，
形成湖泊。因此，得名天井湖。

天井湖盛产红眼圈银鱼，享誉世界。
据说，乾隆帝每次下江南，都绕道五河品尝
银鱼。据《五河志》记载，从明末清初，天井
湖银鱼一直被列为皇室贡品，年年岁岁进
贡朝廷，成为闻名遐迩的稀世珍宝。

关 于 银 鱼 的 来 历 ，有 一 个 美 丽 的 传
说。相传很久以前，东海龙王小女私自出
游，取道来到天井湖。见一憨厚可掬的打
渔郎，顿起爱慕之情。遂变成田螺被渔郎
打上岸。打渔郎见田螺晶莹剔透，十分艳
丽，不忍卖掉换钱，奉养双目失明的老母，
就把它养在自家水缸里。自从田螺放入水
缸后，打渔郎家中接连不断发生奇怪之
事。平时缸里隔三差五缺粮，现在不缺了，
回到家锅里总是有热饭热菜。打渔郎又惊
又喜，百思不得其解，总想查个究竟。

一日，临近中午，打渔郎突然中途返回
家中，悄悄躲在盲母床下，见一位年轻貌美
女子正在忙里忙外操持家务。迷底揭开
后，他突然出现在女子面前，询问女子尊姓
大名？为何在他家？女子含泪，把自己对
打渔郎的爱慕及身世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渔郎听完小龙女的倾诉，忙答小龙女的知
遇之恩。“既然这样，也是我们的缘分，我这
就娶你为妻，白头偕老。”小龙女连连点
头。从此，她悉心照料盲母，他在外面打渔
养家糊口。

正当这对小夫妻恩爱缠绵之时，龙王派
遣恶龙到人间寻找小龙女。得知其下嫁渔
人，遂胁迫其返回龙宫。小龙女拼命抗争，
宁死不从。恶龙仗势欺人，施法吸干湖水，
欲擒小龙女。小龙女变成一只巨大田螺沉
入天井，从井底吸海水注入湖内。恶龙见
小龙女死心塌地爱打渔郎，死活不回龙宫，
只好腾云驾雾回宫向龙王禀报。

小龙女迷恋人间，但也思母心切，想见
母亲却不敢回东海龙宫。她夜夜愁、日日
哭，不久抑郁而死，于渔郎永别。小龙女魄
洒天井湖，化作千千万万条银鱼。之所以
天井湖银鱼是红眼圈，传说是小龙女哭红
眼圈留下的印记。

记忆中银鱼通体透明，体型修长，个头
不大，成鱼一般在 5厘米左右，肉质娇嫩，出
水即死，但营养极其丰富。

离开天井湖，我还沉浸在故乡美好的神
话传说中，车子一路驰骋，不知不觉已抵达
五河城西的沱湖。

提到沱湖，最容易想到的是弯曲，是古
船，是渔姑，是纤夫……当然，不同的人会
产生不同的联想，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沱”
是曲折流动的水形，逶迤盘绕，动态如小龙
前行，尽管没有传说中巨龙的一跃而起、呼
啸万里的气场，但五河因有沱湖绕城而成
为难得的龙行之地，化育有情、润物无声，
以致地灵人杰、英才辈出。

沱湖，原是陡峭的山峦，数千年前的某
一天，大地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就变成
了一片波光浩渺的湖泊。

万事皆有源。沱湖的源头是沱河，古称
洨水，是淮河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河南省
商丘市刘堤，流经河南省夏邑县和永城市、
安徽省濉溪县、宿州、灵璧、泗县、五河，至
江苏省泗洪县注入洪泽湖。

沱河是古代中原地区仅次于古运河的
中小河流，适应中小船只水上运输，一直是
沟通古运河于淮河重要的南北航运通道，
承担着华东地区农副产品及建材运输的重
任。明末清初以后，因黄河夺淮，水土流失
严重，上游多处河道堵塞断流，沱河逐渐失
去水运能力，只适合水产养殖和渔业生产。

沱湖，最早名称并不叫沱湖，而称七里
庙。为何叫七里庙呢？老人们说是因为一
个渔人被救的故事。

元末明初，沱湖住着一位渔人李三，他
驾舟在沱湖以捕鱼为生。李三父母早亡，无
妻无儿，是个苦命人。但李三心地善良，为
人忠厚，经常接济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孩
子。有一天，李三的小船刚驶入湖中，忽然
狂风大作，乌云翻滚，巨浪瞬间掀翻了李三
和船，李三在水中拼命地挣扎，眼看就要沉
入湖底，李三脱口而出：“观音菩萨，救救我
……救救我……”这时，一根两尺粗的木棒，

飘到李三身边。李三慌乱中来不及多想，伸
手抱住木棒并翻身骑在上面，漂向岸边。不
知过了多久，待李三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躺在
岸边高土堆上，身边有根柳枝陪伴着。

李三获救的事，在渔民中传开了。渔民
都说是因为李三平时行善多，善有善报。
大家平日划船打鱼，出没江河湖海，都有一
个祈求平安的心愿，于是就一齐筹集钱财，
在李三上岸的那片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壮
观的观音庙。

因为相传李三是骑着观音菩萨赐予的柳

枝脱险的，人们就把那座庙叫“骑柳庙”。一
时间香火鼎盛，声名远播，就连沱湖周围十里
八乡及县城的人也常来上香求福。说来也
巧，这“骑柳庙”距离五河县城正好七里之
遥。天长日久，“骑柳庙”就讹话成“七里庙”
了。

无论是史实、还是演绎、传说，沱湖都
今非昔比。2000 年被安徽省政府批准为沱
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如今已是皖东北最大
的鱼仓、中国十大螃蟹养殖基地之一，成为
周边地区人们休闲旅游度假的胜地。

因刘邦得名的天井湖

皖东渔乡沱湖

人间真情香涧湖

五河纪念桩。

五河渔民。

天井湖春捕银鱼。

五河西坝口大桥。

五河淮河公路桥。

五河码头。

淮河晨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