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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淌了2400多年的大
运河，出发于千年帝都，一
路蜿蜒向南，直抵天堂之
城。流经了1794公里的遥
远距离，穿越了 2400 多年
的漫长光阴，流淌着绵延
不绝的传奇故事⋯⋯

京杭大运河，世界上开
凿最早、里程最长、工程最
大的人工河流。与万里长
城一样，是我国古代不可思
议的伟大人工奇迹，是令世
人赞叹的祖传宝贵遗产。

“中国大运河位于中
国中东部，地跨京、津、冀、
鲁、苏、浙、豫和皖 8 个省
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
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
系。大运河的开凿，始于
公元前 5 世纪，全线贯通
于 7 世纪，13 世纪完成第
二次大沟通。绵延 2400
余年，至今仍发挥着重要
的交通与水利功能。”运河
集团的职工，对运河的传
奇历史了然于胸。

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
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漕
运）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
维持帝国统一的目的，由国
家投资开凿和管理的巨大
工程体系。是解决我国南
北社会和自然资源不平衡

的重要措施，以世所罕见的
时间与空间尺度，代表了农
业文明时期水利水运工程
的杰出成就。它实现了在
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
物产的大跨度调配，促进了
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
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
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
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
用⋯⋯

中国大运河由隋唐大
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
运 河 组 成 ，包 括 十 大 河
段。其中我省范围内，即
有江南运河段、浙东运河
段、中河段。申报的运河
系列遗产，选取了各个河
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
遗产点，河道总长度 1011
公里，遗产涉及沿线 27 个
城市。遗产区总面积达
75082公顷。

作为京杭大运河的最
南端，以及浙东运河的起
点，杭州是中国大运河的
一个重要节点，列入遗产
河道总长 110 公里。在遗
产区内，杭州市列入首批
遗产点段有 11 处，包括富
义仓、凤山水城门遗址、桥
西历史街区、西兴过塘行
码头、拱宸桥和广济桥 6
个遗产点，以及杭州塘段、
江南运河杭州段、上塘河
段、杭州中河-龙山河和浙
东运河主线5段河道。

一如长江黄河，大运
河是深刻影响中国历史变
迁的第 3 条河流，人类文
明的摇篮。以其广阔的时
空跨度、巨大的成就，对中
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
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巨大工程体系 祖传宝贵遗产

——水利水运的

杰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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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天下转漕，仰此一渠。”
悠悠大运河,一部流淌着的遗产，活着的历史。
穿城而过的大运河，是哺育杭州成长的“母亲河”。杭

州因大运河而兴，成就了“钱塘自古繁华”。大运河是文
化、风景、城市的血脉，是美丽杭城的一个华彩篇章⋯⋯

运河的赞歌唱不完！今年就又有划时代的新篇章。
北京时间6月22日，多哈第38届世遗大会上，中国大运河
项目列入世遗名录。至此，我省的世界遗产增加至3处！

“大运河申遗成功, 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增添
了一份厚重，增加了一块金亮的城市品牌。”杭州市运河
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倪政刚认为，这极大地提升了杭州
的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金秋十月，古运河畔景致特佳。
10 月 18 日，精心筹备的 2014 中

国大运河庙会，将于大运河畔盛大
开锣。这是中国大运河成为世遗
后，杭州举办的首场旅游盛宴。它
集聚大运河沿线各地的杂耍绝活、
美食小吃、非遗技艺，真可谓“横越
一座拱宸桥，纵览古运三千里”。

将持续4天的大运河庙会，由杭
州市政府主办，拱墅、下城和余杭3区
政府，市西博办、旅委、园文局（市运河
综保委）、市运河集团等联合承办。

庙会以“千古运河，还看今朝”
为主题，设拱宸桥主会场和塘栖古
镇、西湖文化广场两个分会场。共
设祈运仪式、彩船嬉歌行、三素食

集、非遗集市、运河菜系交流峰会、
文化创意集市、乡情乡会等主题板
块；开通运河庙会水上专线，串联起
运河两岸多姿多彩的体验活动。

“起漕祈福”祈运仪式隆重
在古代每年漕运启程前，杭州

古运河畔都会庄重举行“起漕祈福”
仪式，祈求风调雨顺、社稷永固。

大运河是一条能给国家带来好
运道，给人民带来好运气的大河。18
日上午9点，拱宸桥畔将举办以“天地
人和”为主旨的祈运仪式。仪式上，可
以看到身着河工、船工古装的鼓手、先
锋号手、旗幡手，依八卦八方八点而
立，旌旗飞舞，气势恢宏。

来自北京通州的护水大使，手
捧大运河最北端之水，传递给最南
端之民，灌注入最南端之城。寓意
大运河一以贯之，太平盛世，天地人
和。还有奏祈运乐、跳祈运舞、诵祈
运文、成祈运礼，展现当代人对古老
大运河的无限敬意，对未来生活的
美好期许⋯⋯

十八城彩船巡游大运河
大运河的一艘船，就是一个漂淌

着的音符，谱唱着悠长的运河之乐。
庙会另一精彩看点，就是 18 个

大运河旅游联盟城市带来的 18 艘
“运河彩船”。在拱宸桥西历史街区
粉墙黛瓦的背景中，通州“天下粮仓”
船、沧州“尚武护镖”船、济宁“水泊梁
山”船、杭州时尚运河船等和主表演
船，舳舻相继，将依次驶过观赏区，带
来一场属于大运河的“COSPLAY 盛
宴”。主表演船由运河上的运沙船改
成，有杂技演员扮演的船工表演，展
现运河船工的生活和劳动情景。

彩船巡游时，将演绎运河人家
生活情景：旧时运河埠头、茶楼、酒
肆、民宅、客栈⋯⋯勾勒出鲜活生动
的江南运河风情生态画。

十八般武艺绝活秀江湖
运河通衢南北，商客云集，自古

藏龙卧虎。庙会汇聚了五湖四海的
“武林好汉”，带来南北绝活把戏和十

八般武艺。踩高跷、跳竹马、舞龙等
队伍，将不时穿街过巷表演，凸显浓
郁的南北文化特色。有些武艺还将
在巡游的彩船顶上表演，再现当年运
河上“江南船拳”⋯⋯

古镇塘栖，将举办“乡情乡会”。
尤可期待的，当属“面王争霸赛”：由观
众现场品尝、评价，票选出最本土、最
潮和最土豪的“面中之王”。

大兜路历史街区，将举办“老杭州
游园”活动。一幕幕儿时的欢乐回忆，
将在古老的大运河边泛起。运河天地
还有运河菜系交流峰会，来自运河沿
线各地的大厨们，将奉献各自的拿手
好菜，共演运河美食版的“华山论剑”。

“三素集市”汇集南北商贾
庙会庙会，“会”就是集市。本

届庙会，“庙”的符号集中体现在誉
称“运河第一香”的香积寺；“会”的
味道，则更多地保留在桥东、桥西的
集市上。

香积寺前，将推出“三素集市”：
素食、素心、素生活。寺里，也将推
出庙会特供版的香积素面、素饼，让
游人品尝“香积素食”。

拱宸桥东、西两侧，有运河非遗
集市，集中展示运河沿线城市的特
色点心、风味小吃、民间手艺和非遗
等。你只要“横越一座拱宸桥，吃遍
运河三千里”⋯⋯

西湖文化广场，则设有“文化创
意集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动游戏
和亲子活动。届时还将有一些小集
市，供你淘宝品玩。

※更多运河庙会详情，请关注
公众微信“京杭大运河·杭州”。

横越一座拱宸桥 千古运河看今朝

中国大运河庙会18日隆重开幕

桥西人家

申遗成功，极大地激励着杭州
人：“坚持运河遗产保护与延续运河
功能、历史文化相结合，助力遗产地
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城市文化品
位提升、沿岸民众的生活环境和品
质改善。让古老的大运河再次绽放
灿烂光彩⋯⋯”

还河于民、打造世界级旅游产
品、保护运河——坚持“三大目标”
不改变。运河之于杭州百姓，是一
条家门口的河，是随时可赏的风景，
是健身休闲的长廊，是文化生活的
阵地。杭州正在继续做好运河和河
道的综合保护，加快杭州段遗产保
护立法；继续改善提升运河两岸城
市景观，挖掘运河文化特色，展示运
河遗产魅力，争创国家 5A 级景区。
让广大市民更好地亲近运河、感受

运河，吸引世界的目光汇聚杭州大
运河畔。

坚持博物馆不收费。继续运河
边的博物馆免费开放，并进一步加
强博物馆建设，不断提高管理和服
务水平。出台优惠政策，拓展青少
年学生“第二课堂”，走进博物馆、纪
念馆，并提供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

坚持文物不破坏。“杭州的历史
文化遗产，不仅属于杭州，更属于中
国、属于世界；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
人，更属于子孙后代。我们只是受
民族、受后人委托的‘保管人’。”杭
州主管部门反复强调，本着“保护第
一、应保尽保”原则，继续对各类文
化遗产进行全方位严格保护，促进
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

坚持公共资源不占用。运河是

人民的运河。运河及其周边地区的
每一方水面、每一寸岸线、每一块绿
地、每一处设施、每一个景观，都是
极其宝贵的公共资源，都要让市民
和中外游客共享。建立健全运河遗
产资源保护制度，实现公共资源利
用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

“申遗不是目的。保护和传承运

河文化，继续发挥运河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大运河保护和申
遗的宗旨。保护运河只有起点，没有
终点；只有逗号，没有句号。”市领导
坚定表示，杭州将以运河成功申遗为
新起点，努力把这份厚重的文化遗
产、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得更好，让
运河再活一个2000年！

坚持“三大目标”传承运河文化

——让大运河再活两千年

“历届杭州市委、市政府把保护
运河作为重要使命，在全国率先将
目光投向保护人类历史文化遗产，
展现了独到的战略眼光。”倪政刚介
绍，杭州将运河整治保护与申报世
遗两者的目标相结合，持之以恒，孜
孜以求。

围绕“还河于民、申报世界遗
产、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三大战略
目标，杭州贯彻高起点规划、高强度
投入、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方
针，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生态优先、
拓展旅游、以人为本、综合整治理
念，落实进行编制规划、创新运作体

制、多元筹措资金、修复人文生态、
改善自然生态、再现旅游景观、改善
居住条件、完善交通网络等十大举
措，为申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杭州市积极倡导，2006 年 5
月，由全国政协发起，200 多位专家
学者、运河沿线城市代表汇聚杭州，
专题研讨并通过了《京杭大运河保
护与申遗杭州宣言》。大运河申遗
的梦想，迈出实质性步伐。

从上世纪80年代启动运河与钱
塘江沟通工程，到上世纪 90 年代花
巨资实施运河截污工程；特别是2002
年的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将“运河

杭州段综合整治和保护开发”列入了
新世纪城建的“十大工程”。次年，成
立杭州市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整
治与保护开发指挥部，专司其职。沟
通钱江、两岸驳坎、疏通清淤、截污处
理、引水配水、绿化美化、拆违迁厂
等，改善了运河杭州段的整体生态环
境。2008年，建立了杭州市大运河保
护和申遗工作领导小组⋯⋯

“运河遗址保存应保尽保。”市
委主要领导多次批示，在运河综合
保护工程中，不仅要保护古代文物、
古建筑，还要保护好近现代工业遗
产。迄今，杭州重点保护了大量不
同时代、不同用途的古建筑和工业
遗存，如拱宸桥、广济桥、桑庐、小河
直街、富义仓、杭一棉等。以工业遗
存及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为基础，
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有机结

合文创产业，积极培育运河旅游，形
成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群，特色历
史街区、香积寺、运河天地、浙窑公
园、塘栖古镇等重要节点。

多角度、多方位、多层面，深入
挖掘运河杭州段历史文化。编纂出
版《中国运河开发史》、《杭州运河丛
书》等书籍600余万字。深度挖掘历
史资料和线索，并将研究成果运用
到历史遗存的保护中，保留了丰富
的杭城特色记忆。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遗产保护
过程。经十多年努力，大运河遗产本
体保护质量显著提升，沿线环境风貌
和民生明显改善。杭州在大运河申
遗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去年9月，联
合国世遗委的咨询机构专家在杭州
高度评价：文化展陈多样，公众参与
广泛，运河保护深入人心⋯⋯

独特战略眼光 创新保护举措

——成效斐然的遗产保护

大运河绽放灿烂光彩大运河绽放灿烂光彩
流淌2400年的“母亲河”影响世界文明的“摇篮曲”

拱宸邀月

香积梵音

运河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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