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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F_90_E6_B2_B3_E7_c57_613384.htm “四年之后，大运河

将会在中国申请世界遗产名单上名列第一。”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自京杭大运

河登上2006年12月底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录》后，大运河保护再次被提上日程。 “申遗是重要

的保护手段”已成为政协委员们的共识。单霁翔则肯定了大

运河申请世界遗产对沿途城市价值提升的作用，他表示大运

河这个流动的遗产将会为沿途城市带来经济和文化的新亮点

，同时也会由此给大运河带来新的生机。 城市、河流互助发

展 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开凿规模

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流经6个省，沿途有18座大城市和数

百座中小城市，贯通东西方向的5大水系，是我国重要的南北

水上通道，同时也是防洪灌溉工程。目前，运河沿线已经公

布注册的文物保护单位有654处，其中109处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另有9座城市被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

这是活着的、流动的文化遗产。”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表示

。作为京杭大运河传统意义上的起点，杭州市是京杭大运河

文化节的最初倡导者，也是《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

言》发起地。2006年5月，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在杭

州召开，专家学者与京杭大运河沿线18个城市的官员聚集杭

州，签署了声明。 “京杭大运河是活着的，并没有死去，很

多地方的运河还在发挥作用。在不断流的水域范围内，南水

北调、环境保护、灌溉工程等都在运作。”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博导阮仪三表示

。从2006年6月10日“世界遗产日”开始，阮仪三就带领来自

华东师大、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的15位博士开始了对京杭大

运河的自费考察。“现在考察还在进行中，我们需要掌握第

一手的实际资料，了解到底有多少好东西，才能有针对性地

保护。”阮仪三表示。 阮特别指出京杭大运河是时代经济、

文化、社会发展衍生出的产物，并曾在历史阶段发挥了自己

重要的经济作用。“在我们祖国经济史上，京杭大运河发挥

了相当大的作用，8％的社会财富都来自这里。” “运河保

护很特殊，有别于一栋房子或者一个地域上的某件实物，它

要保护的实质是一条文化与经济融合的路线。”阮指出，与

丝绸之路一样，运河保护的实质是它所创造的文化体系，不

同流域的丰富性具有独特的生存土壤，是时代经济文化互动

而形成的结果，这是运河得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不断发展变

化的基础。 阮表示，运河保护“绝不是修修旅游景点这么简

单”。大运河申遗给沿途很多城市带来了新亮点，很多城市

也都以运河景观作为卖点，比如北京通州区的运河文化景观

带就已被列入北京2008年人文奥运六景区之一。 同时，据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舒乙介绍，在去年他随

政协调研组考察大运河时发现，沿河很多城市无论是出于何

种目的对大运河的修复，很多都改善了城市和人居环境，“

这是意想不到的结果，是要肯定的。” 目前，仅大运河沿岸

的18座大城市就占到了全国GDP总量的1/5。未来的大运河带

给自己和周围城市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尊重现在才是真实 

“大运河和长城在遗产名录上应该是姊妹篇。”全国政协委

员刘枫说，但是必须看到，随着社会发展，大运河的传统功



能正在逐步衰退，真实性和完整性正在遭到破坏。 根据《世

界遗产公约实施行动指南》的规定，申请世界遗产最为重要

的原则是“科学性”、“真实性”、“完整性”。舒乙也特

别强调，保护要遵循“真实”和“完整”的原则。 而阮仪三

则认为，“真实性”不可能超越现在阶段而回复到过去。这

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傅刚的观点不谋而合，目前，傅刚正在

主持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沿岸的规划设计工作。傅刚认为，“

真实”就是现在，是当下，运河的保护和再造都必须按照现

有的基础进行，而且必须与现实的生活发生关系。 “现在有

许多人都有让大运河恢复原状的想法，甚至有专家建议通过

重新挖掘已断流河道、恢复往日辉煌的想法，是既不需要也

是没有必要的。”在阮仪三实地考察看来，目前京杭大运河

从山东济宁到北京的这段，大部分已经处于断流状态，人为

地再恢复历史，非常可笑。 而在傅刚主持的杭州段规划设计

中，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就是继续发挥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曾

有的经济功能。并不是指恢复传统意义上的通航和运输，而

是在现有条件下，重新规划、组织运河沿岸城市格局，以此

在新的城市网络中不加任何扭捏造作手段，让新老建筑共同

形成新的特色，由此带来各类商机和发展机遇，并带来人民

生活水平的改善。 保护之路遥远漫长 在两会上，单霁翔指出

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城市化进程加速，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都对大运河保护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这既是机遇，也

是挑战。如果处理不当，则会对大运河的背景环境甚至本体

造成伤害。”单霁翔的担忧在阮仪三看来，已经是现实。 现

年73岁的阮仪三形容自己实地考察所看到的运河现状，用了

四个字：“深感痛心”。在他看来，近些年来虽然杭州动作



频繁，但是效果却不尽人意。上世纪80年代初往来苏杭的“

天堂号”邮轮，因为水质污染，已经消失很久。 阮仪三认为

，目前京杭大运河的保护还停留在呼吁和言论阶段，而实际

上关于运河保护如何进行，既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可行方

法。 在阮看来，关于运河保护，是一个系统的世纪工程，而

不是几年就可以见效的事情。水质的清理和环境的整治以及

综合方针的出台，涉及到环保部门、水利部门、城建部门等

多个部门意识的一致和步调的协调。阮认为，这个系统的长

期工程需要国家拿出大笔资金、组织各个部门通力进行。 实

际上，在城市化的隐忧之外，阮更担心只关注到城市运河保

护的意识。“现在1600多公里长的运河，流经发达城市的才

有多少？而且这里的保护意识相当差。”在阮组织的考察团

里，拖拉机成为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因为很多地方路都

不通，根本去不了，但这才是决定因素。”1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