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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和哈尼梯田一样! 是中国至今还

在使用的活体文化遗产" 运河一千多公里的

河段如今还在发挥巨大的通航作用! 两岸沿

途美景美物可谓美不胜收! 走一趟那就是体

味人间天堂的艺术饕餮之旅" 于是如何在使

用的同时让运河再活两千年! 我们的有关部

门一定要抑制大开发的冲动! 让沿河百姓全

体动员参与保护呼吸已有些不匀的老运河"

古城卫士阮仪三教授说!把#世界文化

遗产$和风景名胜挂起钩来!#这是最大的错

误$%&保护运河沿岸的艺术古居'民风习俗!

比保护一幢建筑' 一件文物更有价值" $于

是!他在台儿庄听说当地有个纤夫村!激动

不已!他的弟子在天津发现运河边的人保留

了朝拜娘娘庙的习俗!称自己是&运河人$感

慨不已" 百姓生于斯!活于斯!所有的记忆'

文化'习俗都依赖于斯!所有的艺术精灵都

附着于斯!于是大运河就有了灵魂!运河就

是养了一方人的那方水土"

正因为此!扬州让老城的十几万居民分

流! 留下的 !万居民在老城里过上现代生

活!对古城&护其貌'美其颜'扬其韵'铸其

魂$"如今!老城里的&民居客栈$成了这座城

市发给世界的名片!四海宾朋到客栈里欣赏

&园林就是宅$!在小巷里看蓝花布!买虎头

鞋!坐老茶馆听一段扬州弹词!感受开了&双

眼皮$的扬州老城区的种种典雅'方便与地

道醇厚的民间艺术精灵" 于是!千年扬州唤

发青春"

活着的大运河!她的延年益寿需要我们

的聪明和智慧用好加减法!需要沿河百姓的

全面参与!参与谋划'扮演角色'严执法规'

行使监督" 唯有如此!申遗成功才不会成为

破坏运河的新起点"

艺术呼吸 活体保护
!题内话

" 黄伟明

! ! ! !! 运河已活了 !"""年! 运河第一锹土是在扬州

挖的!但不是隋炀帝而是吴王夫差"

中国是世界上开凿运河时间最早的国家，公元前 #$%年，
中国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在扬州开邗沟，筑邗城，兴建世界第
一条运河，后经历代修建，终成中国古代交通东西、南北的水
上大通道。需要指出的是，最早的大运河是为了方便隋炀帝从
长安下扬州而修建贯通，所以历史上大运河到了汴州（开封）
就折西而去了；宋元以后，运河才渐渐成为我们今天见到的这
副模样，从南到北全长 &'(#公里的大运河，穿越北京、天津、
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市，成为了世界上最长的人
工河道。
大运河因了皇帝、皇城的需要才发展兴盛起来的，尤其是

康熙、乾隆下江南，一路上迎圣接驾就成为压倒一切的大事，
所以才有泗上的行宫、聊城的光岳楼、扬州的天宁寺行宫、微
山湖上的南阳岛行宫，一个赛一个地漂亮光鲜；还有常州、无
锡、苏州、杭州……不是天堂但锦绣过于天堂；要知道那时没
有上海，只有松江府哦。

! $%%%多公里的大运河艺韵太多!钟鼓楼#德胜

门箭楼#汇通祠#会贤堂!哪一个都是画里的景

什刹海，知道不？大运河的漕运终点，乾隆六下江南的起
点。杨柳依依的春天里，乾隆皇帝和他母亲就从这里走上画
船，一路迤逦往南数月，然后在龙井新茶上市的日子里，来到
杭州。当然，他的下江南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头，叫“督修海塘”。
这次申遗，北京有两处河道和两处遗产点入选申报名单。河道
分别为通惠河北京旧城段—西城区什刹海（包括前海、后海、
西海）和东城区玉河故道，通惠河通州段；遗产点分别为西城
区澄清上闸（万宁桥）和东城区澄清中闸（东不压桥）。
到了济宁，暂歇在占地 &)"亩的六进大宅院，院子就在泉

眼如网眼汩汩往外冒的地方，这是泗上行宫，虽然如今宫殿已
踪迹全无，但文字里的流光溢彩就已让人神往不能自已了。

穿过聊城，缓缓地船过了微山湖，慢慢地到了江南，石板
老街、油纸伞、乌篷船，到处是小桥流水、垂柳人家尽枕河、淡
淡烟雨的江南，瞧：那是秦淮河、乌衣巷、白鹭洲、金山寺、红
桥，光听名字就让人神往不已了；六次下江南，乾隆四次住在
海宁陈氏私家园林———隅园中，并将其名字改成了“安澜园”，
以期大海从此安澜，天下黎民从此宴清。

! $打造世界级黄金旅游线%!难道申遗成功所耗

花费要从旅游中找回来&

申遗成功仅仅两天后，京杭大运河沿线的 &$个城市代表就
聚首杭州，共组“京杭大运河城市旅游推广联盟”，表示要整合
沿线城市旅游资源优势，将大运河打造成为世界级旅游黄金
线。杭州市旅游委员会主任李虹说，运河申遗成功，对打造杭州
这座城市的国际品牌，意义重大。他说，为了更大程度地打开杭
州的远程国际旅游市场，可能投入的力度会比西湖更大。
要塑运河的国际范儿，吸引国际（主要是欧美）游客，要让

他们“带着一本类似唐僧拿过的那种通关文牒，学古代隋炀帝
走水路贯穿中国南北，当然您乘坐的将是新式运河邮轮”，新
闻如是说；扬州表示，“目前扬州规划的七大旅游渡假区中六
个都围绕运河而生”，像邵伯铁牛、孟城驿等，扬州有大运河 %

段河道、&"个遗产点。这次会议上，&$城决心联手推广“十个
一”工程。
虽然 &$城的旅游决策人都喊着“保护、合理利用开发这条

运河”，我们还是深深地担忧：筹备了几十年、申遗 $年，一朝成
功———羊肥了；还有：客来了，焉有面对肥羊心不动的理？！

新闻背景

6月 22日，多
哈举行的第 38届
世界遗产大会批准
大运河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于是人们
欢呼中国成为仅次
于意大利的第二大
世界遗产国。但有
识之士也在呼吁，
虽然历时 8年、27
城市齐努力，才让
总长 1011公里的
大运河申遗成功，
可要让“运河再活
两千年”我们如何
保护，任重道远。

" 陈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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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河人家!好一幅渔舟唱晚图 本版摄影 姜锡祥

# 缆桩的斑驳痕迹!铭刻的都是运河沿岸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