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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从“地理空间”跃升“文化空间”
本报记者 付鑫鑫

“国字号”展示“前世今生”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体量最大、

展陈内容最丰富、 功能最多元化，

代表了我们国家运河文化的形象

作为大运河的起源地和沟通水系最

多、 覆盖地域最广、 文化遗产最丰富、

流经城镇最繁华的省份 ， 江苏肩负着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唯一重点建设区”

的重大使命。

扬州， 中国大运河的发轫地， 有着

“运河长子” 的美誉。 今年 6 月 16 日，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开馆， 一票难求。

坐落于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

内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 是一座全流

域、 全时段、 全方位展示大运河世界文

化遗产价值， 以及大运河带来美好生活

的专题博物馆。 馆内， 有桥有塔， 登塔

可俯瞰 “三湾抵一坝” 的历史景观， 现

有春秋至当代反映运河主题的古籍文

献、 书画、 碑刻、 陶瓷器、 金属器等各

类文物展品 1 万多件 （套）。

馆藏有搬自河南开封附近一段长

25.7 米、 高 8 米老汴河剖面， 也有整体

取自镇江的唐代船型墓葬， 大到来自宜

兴市的南宋馒头窑， 小到洛阳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送抵的炭化粟米……扬州中国

大运河博物馆馆长郑晶告诉记者， 博物

馆堪称中国大运河的 “百科全书”， 是

江苏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最有分

量的一块 “金字招牌”。

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特约研

究员刘怀玉说： “就我们整个运河沿线

博物馆来讲， 可以用三个之 ‘最’ 来形

容： 体量最大、 展陈内容最为丰富、 功

能最具多元化， 代表了我们国家运河文

化形象。”

“这是一座建在国家文化公园里的

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说， 扬

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不仅是公共服务设

施， 还是文旅融合的旅游目的地。 在馆

内， 公众可以了解隋唐大运河、 京杭大

运河、 浙东运河的前世今生， 领略运河

上的水工智慧、 舟船式样、 漕运盐利、

贸易商业、 饮食风物、 市井生活， 以及

运河沿线的自然生态与人文魅力。 “大

运河带给人们美好生活是方方面面的，

滋养了两岸的人民。”

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副院长

黄杰介绍， 除了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还

有一批全国首创性成果诞生在江苏： 首

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地方性法规， 结合

“十四五”， 率先施行省级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 专项规划和市级

规划； 首只大运河文旅发展基金、 首部

《中国运河志》、 首个大运河文化旅游博

览会， 首倡实施京杭运河绿色航运示范

区创建工程……江苏在保护中加强利

用、 在利用中促进保护， 不断彰显大运

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作为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

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 黄杰于 2005

年底因制作邮册与大运河开始结缘 。

2014 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后 ， 他在调研

中发现， 大运河沿线有的城市对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工作重视不足。 同年 11 月，

他在撰写的咨询报告 《将大运河经济

带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明确提出： 加

强运河文化遗产和运河生态环境保护

是第一位的大事， 有序、 合理利用应

排在第二位。 他提议， 从国家层面来

做好大运河的保护和利用工作， 统筹

协调建设经济运河、 文化运河、 生态

运河的三者关系， 将运河文化的保护

传承、 运河旅游经济发展与运河生态

修复有机结合。

2017 年下半年 ，国家启动 《大运

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编制

工作，大运河保护和利用工作进入“国

家行动”阶段。 2019 年 2 月，《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出炉。

采访中， 黄杰特别强调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非遗保护。 中国

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沿线两岸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重要的文化资

源 ， 包括通州的运河号子 、 扬州弹

词、 中国蚕桑丝织传统技艺等等。

如今， 从徐州的窑湾镇历史街区

到淮安清晏园， 从扬州瘦西湖到镇江

西津渡古街、 从无锡清名桥历史街区

到苏州盘门等……一街一镇、 一湖一

景， 都在围绕遗产点打造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 一幅古今辉映、 人水共生的

最美画卷正在运河沿线徐徐铺展。

“十四五” 期间， 江苏将把大运

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

升、 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 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 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

起来， 一体建设高品位的文化长廊、

高颜值的生态长廊、 高水平的旅游长

廊， 努力在全国率先展示出国家文化

公园现实模样。

丝绸之路“陆海”交汇纽带

浙东运河是连接陆上丝绸之

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

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越国开凿

的山阴故水道

生在运河边、 长在运河畔的邱志

荣， 是地地道道的绍兴人， “以前，

我们放学路过运河， 还会去河里抓鱼

钓虾， 运河一直是我们身边 ‘活’ 的

文化遗产。”

年过花甲、 和运河打了一辈子交

道的邱志荣， 从绍兴市水利局退休后，

当下最关心的莫过于浙东运河文化园

（浙东运河博物馆） 建设。

浙东运河是浙江省境内、 钱塘江以

东的一条运河， 西起杭州市滨江区西兴

街道， 跨曹娥江， 经过绍兴市， 东至宁

波市甬江入海口 ， 全长 239 公里 。 其

中， 绍兴段全长 101.4 公里， 西起柯桥

区， 中经越城区， 东至上虞区， 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的河道长 77.6 公里。

浙东运河是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 历史最早可追

溯到春秋时期越国开凿的山阴故水道。

当时 ， 范蠡在会稽山北建成山阴大城

（今浙江绍兴古城）， 作为越国的活动中

心。 为了便利交通， 范蠡主持疏浚了自

山阴城东东郭门至今上虞练塘村的山阴

故水道。 浙东运河的开凿， 对后世浙江

的灌溉、 全国性的南北航运、 水驿、 漕

运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去年 8 月印发的 《绍兴市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

案》 提出， 努力将绍兴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打造成越文化展示的核心区、 中国

大运河的精品段、 世界文化遗产的经典

范例。 公园建设范围覆盖绍兴全市， 其

中， 核心区为越城、 柯桥、 上虞 3 区。

主要任务包括加强体制机制建设、 贯彻

落实相关法律法规 、 编制实施规划方

案、 推进实施 5 项重大工程等， 其中 5

项重大工程具体为： 保护传承、 研究发

掘、 环境配套、 文旅融合、 数字再现。

绍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景尧介

绍，2020 年，《绍兴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保护规划》 启动编制， 同时， 浙

东运河文化园开工建设， 选址位于越城

区， 未来将成为融文博、 文创、 文旅于

一体的城市公园。

越城区水利局局长章国荣告诉记

者， 浙东运河文化园项目计划 2021 年

9 月完成文博区 （主副博物馆） 建筑部

分施工， 10 月底完成文创区建筑部分

施工 ， 12 月底完成文旅区建筑结顶 。

2021 年底 ， 博物馆 、 水族馆将具备开

馆条件； 2022 年， 全面完成工程建设。

作为浙东运河文化园陈列大纲文本

方案的撰稿人， 邱志荣说： “文化园的

主题是通江达海， 好运天下。 目标是传

承古越文脉， 展示水运伟业； 创新文旅

融合， 彰显亮丽名片。 这与国家文化公

园的定位一脉相承。 个人认为， 文化园

不只是展陈一些老物件， 更重要的是传

承运河文化。” 为此， 文化园内， 除了

与古运河相关的石构件、 木桩基、 纤道

等， 还有古闸、 古桥、 古亭、 石碑， 以

及民俗风情类等遗存。 如此， 今人还可

从中感受运河对当时人们农业生产、 生

活环境和日常休闲的影响， 正所谓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

浙东运河是有记载的现存两条先秦

古运河之一， 至今仍是宁绍平原航运、

泄洪、 灌溉的主干水道。 浙东运河孕育

出古越文化： 崇尚大禹治水， 形成忠诚

国家和人民的核心价值观； 会稽自古就

是名士集聚地， 创作了以兰亭雅集、 唐

诗之路为高峰的艺术殿堂 。 “做好文

化、 生态、 旅游的融合是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的必由之路。” 邱志荣强调说。

另悉， 不久前， 宁波市印发 《大运

河 （宁波段）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

划》， 以大运河 （宁波段） 世界文化遗

产为核心资源， 将文化遗存保护作为首

要任务， 启动建设大运河 （宁波段） 国

家文化公园工程， 加快河海博物馆、 天

一阁博物院扩建项目的建设， 积极谋划

建设大西坝、 小西坝、 压赛堰三个考古

遗址公园， 争取列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标志性项目。

推动“千年运河”品牌建设

导入国家文化公园 LOGO 标

识系统，构建特色鲜明、差异明显的

发展格局，实现运河城市各美其美

今年 9 月初，安徽省大运河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规划终期评审会在合肥

召开。

大运河安徽段是隋唐大运河重要组

成部分，全长 180 公里，其中，有水河段

约 47 公里，无水河段约 133 公里，自河

南商丘流入安徽淮北、宿州，进入江苏宿

迁， 是隋唐大运河承上启下 、 连通东

西 ，贯穿黄河 、淮河两大水系的重要河

段之一 。

隋唐大运河“枢纽天下，临制四海，

舳舻相会，赡给公私”，到南宋末年因淤

塞严重而几近断流。大运河安徽段“扼汴

河咽喉，当南北要冲”，属隋唐大运河通

济渠，是中原文化高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遗产点柳孜运河遗址位于安徽淮

北，出土宋代河堤、虹桥遗址、木岸狭河、

金代驿道等重要遗迹， 是隋唐大运河水

工设施遗址的首次发现。 通济渠泗县段

是隋唐大运河现存不多的活态遗址，也

是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的河段之一，

已成为研究隋唐大运河的重要 “活化

石”。 柳孜运河遗址、通济渠泗县段均已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20 年，柳孜运

河遗址保护展示项目入选国家文化公园

标志性项目。

当下，《安徽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保护实施规划》正在编制，其中一大

亮点是，打造一批文旅精品线路，使“千

年运河———汴河遗珍·传奇皖北”成为新

时代安徽的“金名片”。此前，淮北隋唐运

河古镇先后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

长三角夜间文化和消费样板街区、 安徽

省十佳夜游街区等荣誉称号。

淮北师范大学大运河历史与文化研

究中心教授余敏辉告诉记者， 大运河安

徽段有三分之二以上埋于地下， 运河文

化遗产可视性、 观赏性、 通达度欠佳；

已发掘的柳孜运河遗址处在国道 343 边

缘， 有被彻底毁坏的风险； 沿线人口密

集，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不高；

围绕大运河实体的空间管控 、 环境保

护、 产业发展、 城乡建设、 体制机制等

工作有待完善……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不

利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为此， 安徽省文旅厅正抢抓长三角

一体化契机，重点加强与江苏、浙江等沿

线省（市）的合作，利用大运河文化旅游

博览会、长三角文旅合作联盟、扬州世界

运河城市论坛、 杭州大运河国际论坛等

平台加强沟通协作，依托“大运河城市全

媒体联盟”， 促进运河城市合作共建，共

同推动“千年运河”品牌建设。

作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点项目，

第三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于 9 月

22 日至 25 日在苏州举办 。 除苏州外 ，

江苏其他地市在运博会前后也将围绕大

运河主题策划组织相关配套活动， 包括

无锡今夜 “梁 ” 宵暨古运河风情夜游

节、 徐州窑湾大运河文化节、 扬州世界

运河城市论坛等等。

与江苏 、 浙江不同 ， 余敏辉解释

说， 隋唐大运河安徽段沟通融汇中原、

淮扬、 齐鲁、 楚汉等地域文化， “我们

在强化隋唐大运河遗址展示的同时， 或

可突出其本身的不完整性， 整合大运河

沿线史前文化、 孝贤文化、 楚汉文化等

资源要素 ， 深掘阐发其蕴含的思想观

念、 人文精神， 让大运河 ‘活化石’ 动

起来”。

在余敏辉看来 ， 建设国家文化公

园， 既要打造 “城市里的公园”， 又要

打造 “公园里的城市”。 “我们可以导

入国家文化公园 LOGO 标识系统 ， 实

施公园化管理运营， 即： 立足特色运河

文化， 进一步梳理分析不同运河城市的

各类文物和文化资源 ， 识别具有代表

性、 文化价值突出、 主题鲜明的资源富

集区域， 根据分布情况和文化价值， 构

建管控保护区、 主题展示区、 文旅融合

区、 传统利用区等。 并结合当地经济和

产业发展优势， 做好城市形象推广， 构

建特色鲜明、 差异明显的发展格局， 实

现运河城市各美其美。”

和黄杰一样， 对于未来发展， 浙江

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非遗研究中心副主

任刘朝晖十分看重非遗在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中的作用。 “运河城市都有很多非

遗资源， 可因地制宜打造相应的文化舞

台。 打个比方， 我们以前可能喜欢去咖

啡馆喝咖啡， 现在可以在运河船上或者

拱宸桥边、 浙东运河文化公园里喝茶，

一边喝茶 ， 一边欣赏舞台化的非遗展

演 ， 让游客有视觉的愉悦 、 听觉的欢

快、 味觉的遗香， 推动运河非遗活态传

承， 使之成为国家文化公园里的名片。”

江苏省发布的 《关于深入推进美丽

江苏建设的意见》 明确要求， 加快建设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等标志

性项目。 专家们一致认为， 文化建设、

遗产保护 、 非遗传承离不开数字化技

术。 数字化是让更多年轻人接受的重要

方式 ， 也是让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火” 起来的的重要手段。 国家文化公

园的数字化之路， 未来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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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 《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保护规划》 印发， 整合大
运河沿线 8 个省市文物和文化资
源， 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 大
力弘扬大运河时代精神， 促进文旅
融合带动， 提升传统利用水平， 着
力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成新时
代宣传中国形象 、 展示中华文明 、

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大运河由起于北京止于杭州的
京杭大运河、 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
大运河、 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的浙
东运河组成， 沟通海河、 黄河、 淮
河 、 长 江 、 钱 塘 江 五 大 水 系 。

2014 年 6 月 ， 作为世界上里程最
长 、 最古老 、 工程最大的人工运
河， 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

悠悠运河水 ， 流淌两千多年 ，

滋养着北京 、 天津 、 河北 、 山东 、

河 南 、 安 徽 、 江 苏 、 浙 江 8 省
（市） 35 座城市。 大河之上， 富商
巨贾文士名人尽显风流， 江南丝竹
民间曲艺粉墨登场。 从河畔人家到
数字小镇 ， 从古桥渡口到文创街
区， 未变的是两岸亘古不灭的人间
烟火， 生生不息。

现在的大运河，早已从“地理空
间”跃升为“文化空间”。 约占全国经
济总量四分之一的长三角地区 ，在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方
面，如今进展几何？ 一起看看。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坐落于江苏扬州市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内。 新华社发 （除署名外， 均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