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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一周

运河里的中国

公元前 495 年，吴王夫差为北图中原，选择了当时能想

象到的最便捷方式——开凿河道连通水系顺水北上。

他指挥吴地民众在苏州望亭铲下第一锹土，开凿河道经常州

奔牛入孟河，再通入长江。九年后的公元前 486 年，夫差又

在扬州开凿邗沟，将长江与淮河连为一体。

中国大运河由邗沟起源，开启了迄今 2500 年的历史洪流。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人工运河则是人类文明的智慧结

晶。从历史演化来看，无论是尼罗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

长江黄河流域文明，都体现了善用自然衍化文明的聪慧，这

是人类超越其他生物的卓越品质。以人工来建设、改造河流

以更好适应发展需求，是人类在利用河流上一次质的飞跃。

这次质的飞跃，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整整早了 2000 年。

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中，有 6 条运河成为了人类文化

遗产。中国大运河是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在大运

河运行 2000 年后，西方文明才有了列入世界遗产的运河，那

就是 1666 年由法王路易十六授权、皮埃尔·保罗·德里凯设

计，花费了将近 15 年时间才建成的米迪大运河。不过这条连

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运河，只有 240 公里长度。

在历史演变中，中国大运河包括了京杭大运河、浙东大

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三个部分。 鼎盛时期全长 3200 公里，地

跨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

的 35 座城市 ，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

水系，以历代漕运要道，对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重大作

用。2014 年 6 月 22 日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大运河遗产，

包括河道遗产 27 段，总长度 1011 公里，相关遗产共计 58 处。 

运河里的中国，展现出中华文明的智慧。中国大运河通

过建设人工运河，在 2000 多年前就懂得以高效率交通大通道，

来协调南北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间的不平衡，进而带动沿线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充分体现出中华文明的智慧品质。

大运河形成的南北通途及漕运之便，将中国紧密连结在一个

盛大的整体中，在运河沿岸繁衍出诸多繁华都市与商埠，让

中华文明在交流与融合间发扬光大。

运河里的中国，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繁荣。在古代漕运发

达时期，从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每年要承载 2 万艘运粮

的漕船，官兵 12 万人次，连同商船共 3 万艘，这使得当时小

小的直沽寨，很快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津卫”。大运河

沿线的淮安、镇江、扬州、无锡、苏州、杭州等今天的历史

名城，都是得益于大运河的水运之便而发展繁荣起来的商都，

充分体现出中华文明欣欣向荣的内在繁荣基因与气质。

运河里的中国，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强盛。大运河虽然主

要功能在于南北交通大动脉，但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它还承

载着文明交流与交融的重任。无论是南北地区之间的文化发

展与交流，还是一座座商埠建筑透出的文化气息，都在不断

强盛着中华文明的细节。“运河第一城”扬州在繁华鼎盛中

传向世界的文化魅力，“钱塘繁华”带来的西湖十景，水路

即戏路让昆曲沿着运河传到北京，徽班在运河上“边演边走”

诞生了京剧。这是运河带来的文化交融，更是在文化交融中

凝聚起南北民心。

大运河遗产类型包括闸、堤、坝、桥、水城门、纤道、码头、

险工等运河水工遗存，也包括了仓窖、衙署、驿站、行宫、会馆、

钞关等配套和管理设施，以及一部分与大运河文化意义密切

相关的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它们构成了运河里看到的

中国，更组成了中华文明生动的画卷。

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年来，这样一幅中华文明画卷变得愈

加清晰、多彩。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真实展现了大

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取得的成效。运河沿线唯一以“古城

概念”参与申遗的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传承 2500 年历史

烟云，“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小桥流水、

粉墙黛瓦”的江南水城风貌，是古城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

整的历史文化街区。

运河里的中国，展现着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熠熠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