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构自然山河

大运河将江南的鱼米之乡
与齐鲁、燕赵大地融为一体，使
南北整合成一个紧密的命运共
同体。

纵观中国地理版图，黄河、
长江、淮河等天然大河都是自西
向东、横向流动，而总体是南北
纵向的大运河则像一条带子，
将长江黄河串联起来。这一点
被贺云翱格外重视，“我认为这
是一个对中华文明大有裨益的
大奥秘：中国大河流缺少彼此
之间的沟通，历史上不同的政
治集团利用地理板块各自为
政，形成隔江而治的割裂局
面。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扬州
组织开挖的邗沟首次把长江和
淮河打通。淮河以北则是通过
古代的泗水，到达济水和黄
河。这样一来，长江、淮河、济水
和黄河‘上古四渎’打通了。之
后，隋炀帝大兴运河，通达海河、
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
系。当江河被打通，相当于四个
文化带被全部连结在一起，形成
一个统一板块。这实在是一个
重构自然山河、重构文化板块的
宏大事业，对我们形成大一统的
国家，意义重大而深远。”

贺云翱表示：“在中国古
代，大运河最大的功能看上去
是运输功能、经济功能，实际上

是政治功能——打通并促进南
北互相交流，加强各区域板块
联动，加强统一的内在动力。
大运河将江南的鱼米之乡与齐
鲁、燕赵大地融为一体，使南北
整合成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
体。大运河对我们中华民族大
一统，对国家疆域版图的稳固，
对中华文明长远存续、持续性
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唐、宋之后，中国经济重心
向东南方向转移，而国家因战略
考虑需将政治中心设置在北方，
这就大大提高了大运河存在的
重要性——在很长的一段历史
时期内，因海运风险较大，大运
河作为黄金水道，成为承担水运
主力军，支撑起了多个王朝的漕
运命脉——粮食、木材、瓷器、茶
叶、铜、盐等重要物资都需搭载
官船通过大运河，从南方经济中
心城市运往北方政治中心城市，
供应国家运转所需。

价值重新审视

大运河的苏北段，仍然是
北煤南运的重要通道，每年航
运量在3亿吨以上，相当于3条
京沪铁路的运量。

大运河是内陆河道，它的价
值不仅仅在国内运输，还在于通
达世界。贺云翱提到，在古代中
国与世界的沟通、海上丝绸之路
的开拓，大运河也有不容忽略的

贡献。“从唐朝的日本遣唐使，一
直到清朝乾隆时期来华的英国
使臣，都是通过大运河前往北
京。包括唐代长沙窑的瓷器，宋
代至明清景德镇的瓷器，一部分
是经大运河到海港城市，从而走
向世界。”贺云翱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
革命兴起，带来铁路、航空、海
运技术提高等主流运输方式的
变化，内陆水运整体呈现下滑
趋势。1855年黄河决口改道。
1901年，清政府宣告停止漕
运，千年漕运史合上了最后一
页。之后近百年，大运河陷入
前所未有的低潮期：但在江苏、
浙江等南方段，大运河一直承
担着重要的货物运输功能。不
过也有一些河段断航断水，丧
失了交通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重
视水利水运，大运河的价值被重
新审视，它被全面治理、修复，开
始重新焕发青春。尤其是镇江、
扬州、淮安、苏州、杭州这一带，
大运河在大宗货物运输方面的
优势凸显。比如大运河的苏北
段，仍然是北煤南运的重要通
道，每年航运量在3亿吨以上，相
当于3条京沪铁路的运量。

贺云翱说，进入21世纪后，
大运河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一
个重大改变，“大运河从繁忙繁
重的运输主功能，逐渐转向综
合整治、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
的新里程。随着我国对世界遗
产事业的高度重视，大运河开
始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开始成功申报世界遗产。
大运河所凝结的文化遗产价
值，从此得到凸显和释放。”

2014年，中国大运河入选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
第46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2019年，大运河与长江、黄河、
长城等一起被列为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项目。2022年，借助南
水北调东线工程，大运河逐渐
恢复全线贯通。从南粮北调到
南水北调，大运河在新的历史
时期，以现代功能迎来新生。

文化遗产创变

文化遗产最大的意义，就
是把过去的智慧创造变成当下
现代化建设的参与力量。文化
遗产不是死的，而是活的。

不少人的印象中，一提到文
化遗产，比较容易想起博物馆的
陈列展品。但文化遗产除了博
物馆的藏品之外，更是在广阔的
社会层面。贺云翱一直持有一
个观念：“文化遗产最大的意义，
就是把过去的智慧创造变成当
下现代化建设的参与力量。文
化遗产不是死的，而是活的。”

2019年，国家提出建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2021年，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印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保护规划》，要求各相关部门
和沿线省份结合实际抓好贯彻
落实：整合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
文物和文化资源，着力将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新时
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
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这让贺云翱很高兴，“这其
实就是用一个更加宽广、更加
包容、更加全面的思路来把大
运河的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发
展好。”

2023年5月12日至5月14
日，大运河考古新发现学术研
讨会暨徐家桥遗址考古成果发
布会在江苏如皋市举办。会
上，来自南京大学的专业考古
团队公布了大运河考古发现的
最新成果：隋炀帝所掘的“掘沟”
（大运河的一部分）遗址找到了。

这个考古团队的负责人正
是贺云翱。从2015年6月开始，
他率领的专业团队受江苏省文物
局的委托，开展江苏海上丝绸之
路申遗点的调查研究工作。此
后，他们陆续在与唐朝时期日本
遣唐使历史有关的南通如东国清
寺遗址和隋唐时代“掘沟”运河遗
址一线，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工
作。在公布的考古成果中，包括
考古人员在徐家桥遗址发现了不
晚于唐代的古运河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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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云翱在京杭大运
河江苏段向记者讲述大
运河文化遗产的传承与
保护。

货船行驶在京杭大运河江苏扬州段。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探
访
中
国
大
运
河
系
列
人
文
报
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张峥 边雪

南京报道

活化的文化遗产流动的运河之魂

大运河时间悠久，从
历史流到当下，在空间上
纵横成网，以蜿蜒身躯书
写半部华夏史，是一个巨
大的文化遗产联结体。
大运河本身所蕴含的政
治、经济、文化、交通、科
技等信息，称得上是一部
流动的历史密码本。如
何更好地挖掘、保护和阐
释大运河所承载的传统
文化，是当下有识之士重
点关心的课题。近日，记
者采访到南京大学历史
学院教授、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贺云翱，听他解读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传承
与保护。

贺云翱2006年开始
以专业身份关注大运河
文化遗产保护，十多年来
走遍全国大运河沿线，实
地调研、考古。他重点参
与了中国大运河申报世
界遗产的基础调研及主
持多项大运河田野考古
工作，以及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的相关工作。

游客在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参观。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