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河戏剧节成为百姓欢乐的节日。

（杭州市拱墅区委宣传部供图）

▲拱宸桥畔， 运河人家。 图/视觉中国

▲曾经的杭州热电厂大烟囱， 经改造后， 已成

为杭州城北的一个新地标。 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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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 大运

河是杭城的两大命

脉。相比钱塘江，大

运河更是杭州文明

之河， 造就了杭州

深厚的文化底蕴。

杭州是中国大

运河沿线重要节点

城市 、 枢纽城市 ，

也是大运河 “申

遗 ” 的发起城市 ，

在中国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中， 理应走

在前列 ， 发挥示

范、 带头作用。

早在 “申遗 ”

前， 杭州市就提出

“运河经济带 ”建

设。 大运河从最初

为巩固中央集权统

治所需的漕运功

能， 到随着时代变

迁水利功能和运输

功能部分消失 ，转

而成为承担北煤南

运、 南水北调的主

要通道， 再到如今

文化传承和交流功

能逐渐加强。 可以

说 ， 大运河历史

文化与现实经济

价值兼备 ， 同时

还蕴藏着重要的

未来价值。

十几年前 ，运

河周边多为钢铁 、

焦化、 棉麻等重工

产业和轻工纺织业， 牵动着杭州市

的经济命脉 ， 为杭州市创造了

GDP、就业岗位与税收，同时也带来

了污水、烟尘等。 十多年来，杭州壮

士断腕式的企业搬迁和产业升级把

“还河于民、申报世遗、打造世界级

旅游产品”作为目标，自 2002 年起，

连续十余年实施大运河（杭州段）综

合保护工程。

2017 年 5 月 1 日，正式出台实

施全国首个运河保护地方性法规

《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条例》。 2018 年 12 月，《中国大运河

（杭州段） 世界文化遗产要素分类、

代码与图式》和《中国大运河（杭州

段）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规范》两

项市级标准正式发布实施。 2019 年

1 月 15 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正式发

文批复 《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规划》，明确杭州运河 110 公

里 11 个遗产点段“分类分段分级保

护管理”，实现多规融合，妥善解决

遗产保护和经济发展、 城市建设的

关系。近年来，杭州市运河综保工作

得到国家文物局及省文物局的高度

认可， 杭州市被列为浙江省大运河

遗产地综合保护试点市。

长期以来， 杭州通过实施水体

治理、路网建设、景观整治、文化旅

游、民居建设“五大工程”，运河两岸

修复了自然和人文生态， 建成开放

博物馆、桥梁、公园、粮仓、码头等系

列文化景观和文化空间。

大运河（杭州段）不但在水环境

治理上取得了成功， 而且有效保护

了古桥梁、古民居、历史街巷等，建

设了一系列博物馆群落和文化广

场，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电

子商务、新媒体、动漫等新兴文化产

业的聚集地， 为文化带建设提供了

坚实基础。

有学者评价说： 杭州用多种元

素架构起鲜活的“运河千古情，江南

盛世缘”场面，展现了大运河的历史

脉络、发展状态和未来趋势，大运河

（杭州段）成为鲜明展示杭州运河昨

天、今天和明天的世纪“新地标”，成

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交融的东方

“塞纳河”。

华灯初上，大运河畔，车水马龙，两岸绿道绵延，

红男绿女纷至沓来。

晚饭后，61 岁的赵建国带着 9 岁小孙子沿着运
河来到杭州运河文化艺术中心。 一座 150 米高的塔
式建筑直冲云霄，与周围的建筑形成“一塔矗立，众
楼相拥”的壮丽景观。 看着身边雀跃的孙子，赵大伯
也兴奋起来：“大烟囱居然能变得这么美！ ”

其实，这座神奇的“塔”是杭州热电厂的大烟囱，

经改造后成为杭州城北的一个新地标， 于今年国庆
期间建成投入使用。

“这些年 ，这里一直在变 ，越变越好 ，越变越漂

亮！ ”赵大伯忆起从前，这里厂房林立、机器轰鸣，大烟
囱不分昼夜喷出黑烟白烟。如今，工业厂房变身文化艺
术中心，大烟囱里面藏着“运河书房”、文化馆，烟囱两
侧景观长廊成为“开放的城市客厅”，运河人家的幸福
感越来越强。

运河文化艺术中心、杭州大城北规划展示馆、杭州
手工艺活态馆、二十四节气主题公园……国庆节前后，

运河两岸一批见证杭州历史文脉的艺术馆相继开放，

与原有的国字号刀剪剑、扇、伞等国家级博物馆相辅相
成，见证并延续着杭州千年文脉。 新时代下的大运河，

也成为杭州城市发展的重要空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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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大运河： 一座城市的文化客厅
本报驻浙记者 蒋萍 通讯员 刘海波

“挖出来-理出来”

运河成为城市活博物馆

在京杭大运河南端，有一座石板铺就的古桥，

桥拱高高挑起，跃然跨在水面，形如合掌作揖。 船

家望见此桥，便知道已抵杭州城。

桥，即拱宸桥。 拱宸桥桥西曾是工厂聚集区，

通益公纱厂、土特产仓库、红雷丝织厂都汇聚在这

片不大的区域。

1997 年，拱宸桥地区旧城改造启动，在城市

有机更新中谋划经济转型， 让产业结构调整提升

和运河整治保护互为促进。 2002 年，运河（杭州

段）综合整治和保护开发，开启 “还河于民 ”的历

程。 2014 年，运河申遗成功。 如今，这一旧厂房集

中片区围绕杭州非遗， 陆续改造为国字号的刀剪

剑、扇、伞等国家级博物馆, 实现了工业遗产的成

功“转身”。

一方方绣台前，杭绣手艺人飞针走线；一把把

油纸伞带着古韵， 在匠人手中经过道道繁复工序

展现出来……在杭州大运河畔的手工艺活态馆

里，以西湖绸伞、油纸伞、刺绣、印染、木工、黄杨木

雕、风筝、皮雕、竹编、张小泉剪刀、天竺筷、石雕等

为主的传统手工艺吸引了许多前来参观体验的学

生和家长。 一场扇文化主题表演在中国扇博物馆

举行，复原传统的绘画、书法、烙烫等制扇场景，再

配上汉服、古琴、书画与团扇等元素，共同演绎“中

国扇子”的前世今生……

“杭州依托老棉纺织厂、桥西土特产仓库等老

建筑、 工业遗存， 建成以非遗为特色的博物馆群

落，不仅保护传承了工业文明和非遗，还探索了让

历史建筑重焕生机的现实途径， 也是让运河文化

更好满足群众需求的创新实践。”浙江大学文物与

博物馆学系教授严建强认为， 运河两岸散布的博

物馆、文创园、非遗保护点，加上连片保护、重现水

乡风情的历史文化特色街区， 以及沿岸群众家门

口的“运河书房”、社区文化家园、“微博物馆”等，

让文化与生活、产业交融，串珠成链，共筑“全域没

有围墙的博物馆”。

“国际范”兼“民族风”

古运河很时尚

《致爱丽丝》《彩云追月》……行云流水般的天

籁之音在京杭大运河（杭州段）响起。 今年 5 月，

“2019 中国大运河国际钢琴艺术节暨郎朗杯钢琴

大赛”在杭州闭幕。

“杭州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城市，去年我在杭

州建了一个艺术世界工作室， 也因此为中国大运

河·杭州代言。”钢琴大师郎朗说，未来将向世界更

好地宣传杭州，宣传中国大运河，带领大运河畔的

钢琴艺术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已成功举办三届的“大运河国际诗歌大会”也

成为文化界、 诗歌大咖中较有影响力的文艺交流

活动，并成为杭州每年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大

运河畔的舒羽咖啡馆，留下了余光中、舒婷、阿多

尼斯、谷川俊太郎等世界 30 多个国家的 200 多位

诗人、作家、翻译家的身影。 诗歌大会涵盖诗歌朗

诵会、集市、音乐、画展等形式。 今年诗歌大会上，

运河沿线 6 个城市齐聚， 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并颁发“好运人”奖项，以此激励为运河的保护

和传承作出重要贡献的人， 号召更多的人关注运

河，让古老运河在新时代焕发新风采。

大运河深厚的文化底蕴， 还吸引一批名企落

户于此，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杭州市运河集团

利用原储备仓库引进丝绸主题酒店， 由老旧厂房

打造的运河天地文创园省级示范园区， 中文在线

等一批重点企业相继入驻。 孟京辉、赵志刚、网络

文学三剑客等相继在运河边的历史街区内设立工

作室；张小泉剪刀、朱养心膏药等一大批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齐聚， 运河畔的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成

为全国“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首批传承基地。

戏曲界有“水路即戏路”的说法，千年古运河，

也是传唱千年的戏路。运河边的赵氏越剧工坊、重

新开张的荣华戏园以及昆剧九剧场、 民星大舞台

等，都成了杭州戏迷的“主场”。 今年,首届大运河

戏曲节启幕，“千年一曲、戏运流芳”开幕式一票难

求；“经典荟萃” 大运河沿线剧种展演让戏迷们一

饱耳福； “星光璀璨” 戏曲名家公益汇演场场爆

满……从年头到年尾，一场场文化盛宴贯穿全年，

使大运河成为杭州的“文化大通道”。

运河夜游、运河绿道
流动的风景线很迷人

开凿之初，大运河的作用是“运输”，如今，更

多的是观赏功能，运河夜游火爆，运河绿道则成为

市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夜幕下的运河两岸灯光绚丽 ， 宛若满天繁

星。 一座座桥桥洞灯火通明， 大运河的典故则印

刻于桥洞内壁上。 九曲小桥、 亭台楼阁也亮起各

色灯光 ， 与运河夜景遥相呼应 。 游客乘坐 “潮

舫” 荡漾其中， 沿途尽是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

“船在水上走， 人在画中游”， 舷窗成了画框， 几

千年的历史文脉与旖旎风光浓缩成墙上悬挂的山

水画卷。

“2014 年申遗成功后， 运河游客的人数一

直在增加， 尤其夏天夜游非常火爆， 原来每天 1

班， 现在 4 班。” 父女同在水上巴士公司的讲解

员宋菲菲对运河有着特殊的感情， “运河沿线老

一点的桥， 我能一座座报出来。” 京杭大运河申

遗成功后， 运河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 水更清、

岸更绿、 景更美、 蕴更深， 作为 “运河人” 的她

深感自豪。

“十年前，在法国著名灯光师罗杰·纳博尼的

帮助下，运河夜景以‘水墨丹青’的形式登场，吸引

了无数目光。 如今，‘后峰会、前亚运时代’的到来

为运河夜景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杭州市运河集

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杭州以“文化运河”为

主题，提升两岸建筑、堤岸、绿带 、桥梁的亮灯效

果，新增武林门码头、青园桥、御码头、富义仓、江

桥暮雨、十里银湖墅、桥西历史街区等 7 个节点的

景观照明， 以点串线体现运河文化的独特韵味。

“小桥、流水，最重要的是‘人家’，运河亮灯少不了

‘人家’ 的参与互动， 譬如， 运河沿线拱墅段涉

及 45 个小区及楼宇， 这些居民所在的小区建筑

都构成了运河夜景的主心骨。 大运河畔， 户户都

是点灯人。”

现在，运河上游船的数量越来越多，线路也越

来越长。 2004 年，第一艘船舶在信义坊码头首航，

标志着杭州成为全国首个在市区运河干道开通水

上交通的城市；2008 年， 三条水上黄金旅游线开

通， 为杭州旅游增添了又一张 “金名片”。 目前，

在运河主航道， 余杭塘河、 上塘河、 东河等支流

线航道以及钱塘江等均有休闲旅游线路运营， 客

流接待量从最初的每年 5.4 万人次增至 130 余万

人次。

数据显示，2002 年至今， 杭州市运河集团投

入 400 多亿元对大运河进行综合整治， 陆续搬迁

企业 500 多家，实施的棚户区改造涉及居民 6500

多户，城区 100 多条河道得到有效整治，沿河 200

万居民的生活品质得以改善。

一大批清末民初风格的里弄街巷和历史建筑

得以保留；小桥流水、粉墙黛瓦、飞檐雕花都巧妙

地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融为一体。石桥高拱、碧水

流淌、杨柳依依、绿道环绕，杭州真正做到了“还河

于民”，将大运河融入到市民生活中。

插上数字科技的翅膀
未来更美好

千年大运河插上数字科技的翅膀 ， 未来更

美好。

大运河畔的智慧网谷小镇客厅正在紧张的收

尾中，预计将于 10 月底正式开门迎客。 小镇客厅

出自中国美院团队，在“天圆地方”的设计灵感基

础上，打造独具美学属性的高科技体验馆。

同时，小镇客厅不仅是“科技”的，更是“文化”

的。 在客厅西侧广场内，设有水田畈遗址公园，再

现原始社会晚期至战国末期杭州先民生产生活的

场景。

“智慧网谷小镇被誉为杭州版‘中关村’，总投

资 150 亿元，已签约入驻新浪、奇虎 360、华为云、

联想、顺丰等企业。” 拱墅区科技工业功能区管委

会党委书记、主任吴伟介绍，预计到 2030 年，有望

成为万亿级产业平台。

杭州大城北地区规划建设正在火热推进中。

大城北是推动杭州北部崛起， 提升发展能级， 融

入长三角的战略选择。 区域总面积 135.5 平方公

里， 涉及 5 个区 （余杭、 拱墅、 上城、 下城、 江

干）。 其中， 核心区共计 15.6 平方公里， 也是京

杭大运河杭州段两岸最后的综合开发片区。 今年

5 月 ， 《杭州大运河新城核心区城市设计 （草

案 ）》 公示 ， 根据方案 ， 今后 ， 这里将会形成

“运河绸缎、 文化走廊” “工业年轮、 魅力珠串”

“城北之芯、 创智枢纽” “山水环链、 复合水城”

的规划结构。

目前，杭州市运河集团正按照“城市设计、控

规修编、示范区策划和规划、文化标杆项目建筑设

计”四项工作，“四位一体”同步推进大城北核心区

规划建设。同时，积极谋划和推进示范区十大标杆

项目，力争今年底至明年初，实现运河湾国际商业

综合体、平炼路历史年轮带、大运河博物院三大项

目开工建设。

▲治理后的水系， 焕然一新。

（杭州市运河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