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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SU GONGREN BAO

运河文化——古城扬州的“根”与“魂”

本版责编 刘涛 投稿邮箱 595460214@qq.com

运河扬州段从瓜洲到宝应全
长125公里，是整个运河历史遗存
最多、通航条件最好的河段之一。
特别是古运河扬州段，历史遗迹星
列、人文景点众多，有世界四大宗
教活动的著名场所：琼花观(西
汉·道教)、高旻寺(隋代·佛教)、普
哈丁园 (宋代·伊斯兰教)和天主教
堂(清代·天主教)，有反映扬州古
港、水利和城池建筑的遗址：水斗
门、龙首关(钞关)、东关古渡 (双瓮
城)和古湾头闸，有古代帝王巡视
扬州留下的遗迹：瓜洲古渡锦春
园、高旻寺行宫御园和龙衣庵、御
码头，有体现“富比王侯”的扬州
盐商住宅群落——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个园以及汪氏小苑等，还
有唐代扬州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
时的启航地文峰塔，更有举世闻
名的瘦西湖五亭桥、二十四桥。

在这条运河线上，留下了历
代著名文人墨客大量的诗文名
篇，有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绅的“嘹唳
塞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
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
帘总不如”，徐凝的“天下三分明

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刘禹锡
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
木春”，陆游的“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王安石的“春
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等等。这些千古名句，描绘了古
代扬州曾经有过的“歌吹沸天”、
极尽繁华的辉煌时代，而这一切
无不与运河一脉相承。在运河绵
延千里的岸线上，扬州与运河的
兴衰始终息息相关。

瘦西湖船娘王丽丽，就是一位
当今运河文化的传承者与受益者。

2001年，王丽丽从安徽蚌埠
农村来到扬州，成了一名瘦西湖
船娘。初到扬州，她感到瘦西湖
很美，同时又觉得瘦西湖水时常
发臭，游客不太愿意坐船游览，为
此她甚至想过改行。不久，扬州
市委市政府启动清水活水工程，
对瘦西湖及运河水环境进行彻底
治理，搬迁了运河边的工厂和居
民，清淤驳岸，绿化美化河堤，让
一轮清水流进瘦西湖。

王丽丽喜在心头，劲在手上，
吃苦耐劳的她几乎是满勤，手上
一层厚厚的老茧就是最好的证
明。同时，王丽丽学诗词、学诵
读、学外语、学扬州小调，凭借对
运河文化的精准讲解和高质量的
服务，成为瘦西湖船娘班的一块
金字招牌。王丽丽的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在扬州买
了房、成了家，还光荣地入了党，
获得了五一劳动奖章。

与船娘王丽丽一样享受到运
河保护利用实惠的还有运河三湾
附近的居民。他们说，过去的运河
三湾工厂林列，污染严重，杂草丛
生。运河申遗后，扬州利用三湾原

有运河湿地资源，启动建设3800
亩的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搬迁
企业、拆除码头、清理违建，实施水
系疏浚、驳岸改造、湿地修复，生态
环境极大改善，昔日“垃圾地”成为
闪耀在古运河畔的一颗璀璨明
珠。如今的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
园已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堆山
叠石、亭台轩榭、步道连廊、抱柱楹
联的精心点缀，再现了“青山隐隐
水迢迢”的古典园林韵味。芦苇
荡、杉树林、亲水道、剪影桥，展现
出一幅“人在城中、城在园中、园在
景中”的诗意画卷。

为了把运河文化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扬州正在运河三湾
生态文化公园建设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并将于年内开放。中国大
运河博物馆整体基调为唐代建筑
风格，主体由大运塔和博物馆两
部分组成，整体馆型采用巨型船
只造型，同时融入风帆元素，就像
运河边停泊着的一艘即将扬帆起
航的船只。大运塔也以唐塔的风
格设计，重现“扬一益二”唐风古
韵。未来，文峰塔、大运塔、天中
塔，将在运河边连成一条线，形成

“三塔映三湾”的独特景观。
悠悠运河水，千年扬州城。

古老的运河孕育了扬州，滋养了
扬州人民，是扬州人民心目中的
母亲河、致富河、幸福河。运河文
化的传奇故事，自古至今从未绝
断。如今，460万扬州人民正在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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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运河沿线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
造有利条件”的总要求，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大运河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续写
新时代运河文化传承发展的新篇
章，不断放大“世界运河之都”“世
界美食之都”“东亚文化之都”品
牌效应，加快推动传统文化活态
化呈现、创造性转化，加快实现文
化、旅游深度融合，让运河文化和
扬州文明更有分量、更有质感，努
力把“好地方”扬州建设得“好上
加好”、“越来越好”，成为古代文
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

2020年1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扬州市江都水利枢纽和运河三

湾生态文化公园，了解大运河沿线环境整治和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等情况。

习近平指出，扬州是个好地方，依水而建、缘水而兴、因水而美，是国家重要

历史文化名城。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

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

正如总书记所说，运河哺育了扬州。一部运河发展史，就是一部扬州

发展史。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到隋炀帝杨广开凿运

河连接南北；从唐代开元年间的漕运，到清朝通江达海的盐运；从解放以后

的货物运输，到改革开放后的南水北调，运河始终是古城扬州发展的命脉，

是扬州文化的“根”和“魂”。特别是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后，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被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申遗牵头城市”的扬州，正在全

力打造大运河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繁荣经济带、缤纷旅游带，构筑运

河文化的新神韵。

在扬州水利专家、扬州运河史研究学
者徐炳顺看来，千年运河能保持今天的
风貌和效能，离不开历朝历代、特别是建
国以后党和政府对运河的疏浚和保护。

最早的邗沟是利用天然湖泊连缀而
成，流程曲折，容易淤塞。历史上，隋代之
前，邗沟时通时不通，魏文帝临江观兵，回
程时运河竟然没水了，船停滞在里面，差
点回不去。为了维持通航的功能，从东汉
到隋代，历朝历代都重视对邗沟的改造和
疏浚。特别是隋炀帝杨广，在原来邗沟的
基础上开凿通济渠、永济渠，使运河北抵
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全长
达四五千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
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南北交通运
输的大动脉。

到了唐代开元年间，由于运河入江口
风高浪急，船只进出长江要绕道瓜洲，这
一段线路比较长，于是就开挖了伊娄河，
也就是现在的瓜洲运河，真正形成了运河
通江达海的态势，为扬州经济文化发展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扬州城迅速扩大到20
平方公里，唐代在此设立大都督府，使扬
州成为淮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益州
（今成都）并称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
经济地位超过都城长安，也有了“扬一益
二”（扬州第一成都第二）的美誉。

清政府对运河疏浚保护相当重视，专
门在运河边建了河营，用部队守护运河，
半里路就一个兵，每五里设一个墩子，每
个墩子有十个河堤兵，两年之内运河没有
发生阻塞或溃坝问题的，官兵都提升一
级，两年之内出了问题的，该杀头的杀头，
该坐牢的坐牢，确保漕运畅通。直到清咸
丰五年，黄河北徙，加之漕运改折，运河扬
州段才开始由盛转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将大运河列
为重点发展的内河航运主干线之一，通过
治淮、北煤南运、江水北调等工程，大运河
得到了全面整治。1956年拓宽高邮至界
首段运河，形成“两河三堤”。1958 到
1961年，水利民兵师每年100多万人肩
挑人抬挖出扬州新运河。随着江都抽水
站、宝应抽水站等先后建成，从此水随人
意流，运河水源不发愁。目前，运河江苏

段航道全部达到四级标准，可通航500吨
级船队，年货运量超过1亿吨，超过江苏
境内长江航道的运量，相当于沪宁铁路单
线货运量的3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后，国家进一步加大力度，疏浚畅通保护
利用运河，使运河不仅承担了繁忙的运输
重任，还发挥着巨大的防洪、灌溉、供水、
旅游等多种综合效益。特别是实施南水
北调东线工程，通过江都水利枢纽从长江
提水，利用大运河以及与其平行河道输
水，为北方多省市输送长江水。作为南水
北调“源头”城市，扬州以地方立法治理运
河污染，成立跨区域运河生态环境资源
协同保护机制，将82.4%的沿江岸线划
为保护区和控制利用区，在南水北调东
线输水廊道沿线1公里范围内建设1800
平方公里江淮生态大走廊，搬迁、关停
5000多家污染企业，34000多条与运河
相连相通的骨干河、县乡河、村庄河全部
配备了“河长”，确保一江清水向北流。
所有这些给扬州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
也为扬州转型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
展创造了机遇。

“一定要用毕生的精力，让大
运河有尊严地活下去。”扬州市文
物局原局长、知名运河文化学者
顾风，既是大运河文物保护的践
行者，也是大运河申遗的亲历者。

运河文化源远流长，传承弘
扬意义重大。中国大运河与万里
长城一样，被列为世界最宏伟的
四大古代工程之一，是世界上开
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
工运河。早在长城申遗时，就有
学者提出大运河申遗的问题。但
由于当时思想不统一、准备不充
分，大运河申遗被搁置了起来。
长城申遗成功后，郑孝燮、罗哲
文、朱炳仁三位专家联名致信大
运河沿线城市市长，呼吁加快大
运河申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2006年，又有58位全国
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呼吁启
动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
年6月，大运河被列为第六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月，大
运河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从此开启了历时8年
的大运河申遗之路。

2007年，在首届世界运河博
览会暨运河名城市长论坛上，国
家文物局正式宣布，将大运河“原
点城市”扬州，作为大运河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的牵头城市。顾风作
为当时的扬州市文物局局长，担任
中国大运河申遗办公室主任，具体
从事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各项
准备工作。他带领一班人把申遗
过程作为传承运河文化、保护运河
文物的过程，联合运河沿线35座
城市的文保工作者，共同发掘、收
集、整理、完善运河文化遗存，为运

河申报世界遗产做准备。
扬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大

运河申遗，每年承办世界运河博
览会暨运河名城市长论坛，与海
内外专家、政要共商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的良策，率先制定了
运河文物保护规划和遗产点段本
体保护、环境整治方案，并通过国
家文物局审批。8年间，扬州市
委、市政府始终坚持“古城保护服
从遗产保护，城市建设更新改造
服从古城保护”的原则，按照“护
其貌、美其颜、扬其韵、铸其魂”的
总要求，以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
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年接
着一年干，点点滴滴，锲而不舍，
久久为功，努力把运河孕育的深
厚传统文化传承好，守住城市的
根和魂。

2014年 6月 15日，第38届
世界遗产大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举行。顾风作为中国大运河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的骨干力量，亲历
申报迭宕起伏的全过程。第38
届世界遗产大会收到40个申遗
项目，竞争十分激烈。大会在审
议第一个项目时就发生意外。巴
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山谷葡萄园文
化景观项目，根据国际古迹遗址
理事会评估结果，建议意见是

“NO”不予列入，黎巴嫩发言要求
从第四种变成第一种列入，最终
德国要求秘密投票，芬兰和克罗
地亚支持，因此启动秘密投票程
序，结果7票弃权，14票有效票中
11票赞成，尽管以色列发言反
对，但该项目仍列入世界遗产，这
让顾风一行感受到申遗的惊心动

魄，更坚定了保护运河文化的决
心。

不过，随后发生了一系列项
目插队审批现象，大运河申遗的
审议时间被一推再推。直到会议
最后一天，主持人宣布当天讨论
剩下的24个项目。在审议大运
河项目时，ICOMOS专家米歇尔
在介绍大运河项目后给出的意见
是补充材料。由于扬州的准备工
作十分充分，大运河项目的图片
和PPT深深震撼了在场的人们。
当主持人介绍完后，牙买加代表
首先发言，认为ICOMOS提的意
见可在成为世界遗产后再完善；
印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葡
萄牙、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塞内
加尔、塞尔维亚和德国代表都支
持列入。这种情况下，ICOMOS
代表表示，中国大运河体量大，牵
涉遗产较多，建议给大运河更多
时间，中国代表进行补充陈述后，
主持人宣布大运河列入世界遗
产，顾风一行为运河成功申遗相
拥而泣。

消息传来，扬州市委、市政府
一班人在高兴的同时，更觉得运
河文化传承的责任重大，后申遗
时代对“活态遗产”的保护任重道
远。为此，扬州专门出台大运河
扬州段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办法，
用地方法规的形式明确各级政
府、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保护大
运河文化的责任。同时，扬州加
大力度整治大运河沿线环境，投
入巨资搬迁运河沿线工厂、码头，
科学进行运河周边古建筑、古遗
址的保护利用，扬州人正在续写
运河文化传承的新篇章。

□ 王槐艾

保 护 永续运河文化之根

守护运河文化之魂

彰显运河文化之韵利 用

传 承

扬州水利专家、扬州运河史研究学者徐炳顺

扬州运河三湾公园全景扬州运河三湾公园全景

扬州市文物局原局长、知名运河文化学者顾风

邵伯船闸全貌
扬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瘦西湖船娘王丽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