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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 2月和 6月，习近平总书记两

次就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1]。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我们应该如何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议题很宏大，应注意全面把握。过去很多人对“一带一路”倡议有误解，十

九大以后大家才逐渐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为了重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而是为了推动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这一目标的都属于“一带一路”

建设。各地方的“一带一路”建设谋划应当建立在深刻理解其实质、历史背景和自然条件等的基础

之上。

同样，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实事求是，综合考虑历史背景、地理

环境和经济建设要求等，不能仅仅从历史方面考虑，也不能夸大历史或任意想象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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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实事求是，综合考虑历史背景、地理环

境和经济建设要求等，不能仅仅从历史方面考虑，也不能夸大历史或任意想象历史。应当实事求是研究大

运河历史。大运河的修成和通航对国家统一、政权巩固、首都地位的维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应当辩证评价大运河文化，弘扬精华，抛弃糟粕。大运河文化中地方服从中央、举国一体、创新文

化等精神需要弘扬和提升，而其中腐败、奢靡和秘密会社性质的糟粕应当坚决抛弃。新时代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研究应当运用历史唯物论，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传承与创新的冲突，因地制宜，加强交流互鉴和

综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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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雁、周官正：《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的运河故事》，〔北京〕《光明日报》2017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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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事求是探寻大运河历史

中国的运河有悠久的历史，重要的运河不止一条。京杭大运河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但不应与其

他运河，如隋炀帝开凿的运河相混淆。隋炀帝开凿的运河有两条，一条是从洛阳通往涿郡（今北京）的

永济渠，还有一条是从洛阳通往扬州再连接到杭州的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两条运河中间并不连

通。元朝为了在北京建立全国性的首都，解决运粮问题，才修浚利用一部分隋唐以来原有的运河和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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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大运河江苏段一直保持通航，江苏利用运河运输的力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段。但大运河山

东段和河北段则大多废弃淤塞。

现在有些人一再提出要全面恢复大运河，我很怀疑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些事实。否则他们为什么

不想想，当初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不自觉给自然环境造成破坏，今天还有必要重演吗？

总之，要实事求是了解和研究大运河历史，不要因为历史事实与今天的目标不同就回避隐瞒。

二、辩证评价大运河文化，弘扬精华，抛弃糟粕

还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大运河那么长，沟通了五大水系，连接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

浙江，包括济南、扬州、镇江、苏州、杭州这些城市，包括经济文化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肯定在经济、

文化的交流和人口的流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实在肯定其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局限性和弊端。

因为大运河的基本功能是保证国家的漕运和治理需要，所以在每年的运粮任务完成之前，是不对民船

开放的。而当船队过尽，往往山东段的水也泄得差不多了，可利用的运力相当有限，而且也是官船优

先、官方的货物优先。由于山东段的运力有限，多数货物过淮河后就得在王家营“起陆”，改为陆路运

输，过了这一段后再走水路。

所以，贪官污吏、勾结官府的商人都利用漕运夹带私货，让民船混入运粮船，或者在漕运过后获得

优先通行的机会。民船得以尽快通过这数十座船闸的背后往往存在徇私枉法、勒索贿赂的现象，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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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历史文物建筑保护存在一个《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其精神是要

“留白”，要求在文物保护修缮过程中，使得古时遗留的建筑部分和为保护遗产新建的部分进行明显的

颜色等方面的区分，让建筑新旧部分一目了然。《威尼斯宪章》是1964年5月31日从事历史文物建筑

工作的建筑师和技术员国际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决议，包含“任何一点不可避免的增添部

分都必须跟原来的建筑外观明显地区别开来，并且要看得出是当代的东西”，“补足缺失的部分，必须

保持整体的和谐一致，但在同时，又必须使补足的部分跟原来部分明显地区别，防止补足部分使原有

的艺术和历史见证失去真实性”，以及“不允许有所添加，除非它们不至于损伤建筑物的有关部分、它

的传统布局、它的构图的均衡和它跟传统环境的关系”等条款[1]。国内文物保护和大运河文化遗产保

护应当加强学习国际公约和国内外经验，加强交流互鉴。

第二，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不应是简单的复古，而应是创新；不应恢复元、明、清大运河的风貌，实际

上也恢复不了，而应着眼于今天和未来，将古代运河文化的精华融入现代的运河带，转换为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文化。

第三，在不破坏历史遗产的前提下，应合理规划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旅游项目。旅游要满足民

众精神和物质享受的需要，但作为一项产业要讲经济效益。要从中国和运河地区的实际出发，不要将

运河地区的旅游资源估计过高，对不利因素要有充分的认识。例如，还在利用的运河河道是黄金水

道，承担着繁忙的运输任务，能够用于游船航行的安全水域有限。运河周围现有的景点中游客已相当

饱和，而多数河段缺乏观赏性。又如有些地方准备发展豪华游船，但水上旅游时间较长，有消费能力

的人往往没有时间，有时间的人又往往没有消费能力，所以不能盲目上这些项目。

第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一定要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结合。运河文化离不开水，但大运河的山

东、河北段历来缺水，今天更严重。好不容易通过南水北调输送到北方的宝贵的水不能浪费，用得不

好还会破坏环境。现在不少地方滥建水景，动辄“再现运河繁华”，甚至要完全恢复运河故道，根本没

有考虑河里的水从哪里来，怎样常年维持，更没有认真做过环境评估，很可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五，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应当加强经济、文化、旅游、生态等各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每个相关学科

不应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这种综合性研究单靠一个人无法胜任，而要依靠群体力量。历史学无法单

独解决实际问题，但对解决实际问题来说又不可或缺。离开历史学研究，领导和其他学科专家就难以

获知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精华。而为了提供真知，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应当实事求是，要讲真

话，不要为了取悦领导、取悦民众专挑好话讲而隐瞒真相。在建设规划过程中，应当鼓励研究人员探

讨风险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包容不可行性研究，不能一味地谈可行性。不可行性研究往往更有利于规

划方案的完善。

总之，应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发扬中

共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加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研究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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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志华译：《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北京〕《世界建筑》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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