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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临平牵头，邀请运河沿线
古镇形成中国大运河古镇联盟，是
一种新鲜尝试——以科创为纽带，
赋予运河文化新的内涵。

事 实 上 ，运 河 古 镇 ，名 之 曰
“古”，实则古镇不“古”，一直处在持
续的嬗变之中。早在明代晚期，江
南地区的古镇已经接受了某些欧洲
文化的元素；20世纪初，更是普遍较
早地接受了近代化转型的洗礼，较

早萌芽出了近代化工业（轻工业和
手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大运河小
镇更是升级为工业重镇，较早完成
了工业化进程。也就是说，运河古
镇站在了大时代变迁转型的门槛
上，是传统中国凤凰涅槃走向新的
历史阶段的见证人。

从运河古镇发展中切入，发展
好、保护好、利用好大运河，需要准

确把握大运河古镇具有的独特文化
基因。而成立古镇联盟，恰好可以
在古镇交流中，求同存异，深度挖掘
到每一个古镇自己的文化基因，成
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构筑运河科创纽带 赋予文化新内涵构筑运河科创纽带 赋予文化新内涵

千年运河史，一半在水里，一半在岸上。两岸星火，聚合成镇，与运河相伴相生。

如何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核心工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进一步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探索新时代大运河的发展

密码，传承新格局下大运河的文化基因？

作为大运河浙江段代表的杭州市临平区，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先试先行，成立大运河科创城产业平台，从新经济领域激活古镇新产业；号召

运河沿线古镇成立古镇联盟，探索挖掘运河文化新基因；举办中国大运河古镇发展研讨会，邀请全国专家学者共商运河文化带建设新举措⋯⋯

临平经验，如何引领运河古镇未来？运河沿岸古镇如何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破题新生？运河沿线非遗文化如何讲好新时代传承故事，丰富居民精

神生活？

9月16日，中国大运河古镇发展研讨会在临平塘栖古镇召开，现场成立中国大运河古镇联盟。对此，专家学者们纷纷建言献策——

中国大运河古镇发展研讨会上，专家们这样说——

探索运河文化密码 激活时代科创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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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淌了2500多年的大运河，
融合悠久历史与当代现实，串联
华夏儿女千百年来共同的文脉
和乡愁，犹如一部流淌在华夏大
地的史诗。

今年，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
出：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

置身“两个先行”新方位，大
运河文化如何先行？

中国大运河古镇发展研讨
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的讨论中得
出两个关键词：交融和创新。

新时代传承活化运河文化，
需要合作交融。

大运河途经 8 省（市）32 个
城市，包含多处遗址、古镇及文
化遗产项目。这样庞大体量的
文化遗产，在当下经济一体化、
信息全球化、资源共享化背景
下，需要沿岸古镇发扬创新协同
精神，走合作共赢之路。

由塘栖等八大运河古镇联
合发起的中国大运河古镇联盟，
生逢其时。联盟成员将围绕“七
个共”，携手共促大运河沿线古
镇的繁荣与发展。

新时代传承活化运河文化，
更需要创新发展。

临平塘栖如何成为中国大
运河古镇联盟的发起担当？答
案在于塘栖古镇的科创基因。
2021 年启动的大运河科创城建
设，是临平区在所有运河古镇中
先行先试，对“文化+科创”的一
次探索，是以数字为基、以文化
为核、以科创为魂的全新突破。

这条路子，既是当下大运河
文化传承与发展最需要的，也是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中，临平要贡献的优势与
担当。

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大运河文化，是当代中国人的
历史责任与时代课题。而在新
时代，引入科创基因，弘扬非遗
文化，拥抱数字场景，则将成为
重新激活大运河文化，使之“活
起来”且“火起来”的“临平密
码”。

科创赋能
数智加乘
传承活化运河文化
且看“临平密码”

为什么要成立古镇联盟？为什么要成立古镇联盟？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宇——

中国京杭大运河是世界级文化
遗产，历经千年积淀，历史文化资源
丰富。大运河沿线地区也孕育了独
具特色的古镇。如今，依托运河文
化衍生出来的文旅产业，更是催发
了多种商业形态和模式，带动区域
经济发展。

经过多年的努力，新的问题摆
在我们面前——运河古镇如何坚持
文化特色，避免同质化的发展？

一是要深入挖掘乡土文化。每
座古镇的背后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脉络。要避免千篇一律，就要让本

土文化传统发挥作用，要从搜集、整
理和研究古镇的地方民间文献和口
头记忆入手，奠定正确认识古镇特
色的基础，要凸显运河古镇的水气、
地气、烟火气。同时，要在地方文化
传统中发掘在当地具有标识意义的
景观资源。

二是要避免同质化发展。目前
运河古镇开发项目众多，同质化问
题在运河文化系列产品中仍然不可
避免地存在。任何一个古镇都与周
边的乡村有密切关系，要把古镇置
于更大的空间中。

大运河古镇联盟和临平大运河
科创城的成立，可以成为运河古镇
可持续发展的新平台。

有了这样的平台，无论是运河
的研究、保护还是开发、利用，都可
以探索借助更新的技术手段，让科
技发展与文化资源更好结合，形成
互利互惠的关系。

科技发展结合文化资源 古镇联盟互惠互利

要成立什么样的运河古镇联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

大运河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
存，带给人们的惊喜非常强烈。面
对这些遗存，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
题——未来，我们如何去展现它们？

运河古镇想要保护和发展好非
遗，需要从立体角度来思考，集合文
物伦理、民俗学、社会学手法，通过
艺术手段进行表现，展现古镇的创
造力。

一方面，非遗的保护需要搭建
符合时代的空间载体。比如通过大
运河沿线博物馆将散落的遗存史料

和当下风貌进行深度梳理，借此向
大众科普运河相关知识；帮助非物
质文化遗产融入当下的生活生产。

另一方面，非遗的保护重在活
态，展示也重在活态。如何让非遗
在原生地继续根深叶茂，这是运河
古镇亟需解决的问题。比如运河边
的塘栖古镇有皮影戏，这些非遗传
承人会以传统的表演方法唱防疫信
息、唱亚运，老戏新唱就是一个比较
好的形式。用经典的工艺手法、艺
术形式来反映今天的生产生活，展

现今天人们的精神风貌。这些都就
是运河非遗保护可以借鉴的创新方
法。

非遗保护的持久发展离不开核
心产业。临平以科创为抓手做数字
文化产业，做扎实了，也会开创运河
古镇转型的新机遇。

融合时代新内涵 活态展示运河非遗融合时代新内涵 活态展示运河非遗

运河非遗文化如何讲好新故事？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副馆长苏丹——

我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像摇
橹船荡起的水花声、河畔树影交错
这些典型的江南水乡场景，时常会
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后来，读书、
工作、从事学术研究的地域，也多
集中在浙西、苏南等地，对于运河
边的塘栖古镇并不陌生。

运河古镇要想“出圈”，我认为
要深挖区域优势资源，形成聚合之
力。

首先，对于塘栖来说，要在千
年古镇上做文章。塘栖历史上兴
盛，就是抓住了区域资源优势，就
像现在的京沪铁路一样，古运河作
为当时的交通大动脉，漕运带来了
人口流动和商业流通，促进了沿岸
城市商业的发展。以文兴产、以产
盛文，文化与经济，相互搭台、唱
戏。千年古镇文化是一张“金名

片”，文化的精神内涵则是塘栖人
开放、重商、敢闯敢拼的特质。如
今的运河，交通大动脉的功能逐
渐淡化，但是这种文化特质得到并
有待进一步传承创新。

在此基础上，古镇要谋求转型
升级。当前，塘栖要用好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这张“牌”。正在
大运河边打造的大运河科创城，要
推动创新要素在临平集聚，高标准
实现生态、创新、人文融合发展。
平台搭好，各种资源要素集聚，产
业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

紧抓优势资源
谋求产业升级
紧抓优势资源
谋求产业升级

运河古镇如何“出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

我曾经参与过大运河临平段
两岸街区整治、广济桥修缮等项
目，要谈论如何做好大运河的保
护、传承和发展工作，首先要搞清
楚大运河不仅仅是一条河，它是一
个网，由河辐射出去，关涉到整个
社会经济民生系统。

因而从大运河全局的角度出
发，进行某一地的保护和利用至关
重要。大运河作为贯通南北的人工
河，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对当时的政
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带来了深远影
响；大运河作为一项开创性的技术
成就，沟通了五大水系，其为解决高
差、水源问题的工程实践，体现了先
人开拓创新的文化基因。

随着时代的发展，运河的内涵
和意义不断发生变化，同样要从全

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古
镇的相关规划最终要落在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的框架内，通过提炼
价值，找准定位，捋顺资源要素，推
动古镇创新发展。

对于整体和全局的把握，不能
各自为政，需要大运河沿线各地古
镇的共同谋划，所以由临平发起成
立的中国大运河古镇联盟正当其
时。联盟的成立提供了一个运河
沿线古镇交流与沟通的平台，避免
同质化竞争，同时也把大家拧成一
股绳，形成合力谋发展。

从全局谋划一域
以一域服务全局

运河古镇如何融合现代城市？
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卢远征——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卢远征——

临平塘栖古镇临平塘栖古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