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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历史文化研究

京杭大运河淮安段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张　强

［摘　要］　淮安开挖运河的历史可上溯到徐偃王时代。运河淮安段是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运河淮安段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超过了运河沿线的其他地区或城

市。具体地讲，主要有四个方面构成：一是航道及水利工程遗存；二是运河沿岸城镇及相关的文化遗

存；三是运河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四是运河沿岸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千百年来，运河淮安段

的文化遗存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不但没有因运河的兴衰和社会的变迁消亡，反而以其坚韧的生

命力顽强地保留和延续下来。然而，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文化的遗存正遭受严重的破

坏。深入地思考这一文化现象，以积极的态度对其进行评估，不但有利于对其文化遗产实施有效的保

护，更重要的是可以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偏差。

［关键词］　京杭大运河；淮安；文化遗产；遗存；保护与利用

淮安开挖运河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古代漕运、盐运、南北交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运河二千多

年的开凿史上，淮安一直是漕运重镇。因淮安位于联系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的节点上，独

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枢纽地位，为历史上的淮安走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历

史的变迁中，运河淮安段保存了大量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伴随着运河申报世界物质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工作的展开，采取具体的措施保护这些遗产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我们在深入调查和研

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方案，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开发利用的设想，以便为发展地方经济

服务，并供地方政府及相关行政部门进行决策时参考。

一、淮安与运河淮安段的历史及现状

淮安，古称淮阴。大约在七千年前，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青莲岗文化。后来，淮阴成为

东夷活动的重要场所。东夷是与华夏、苗蛮齐名的三大部族。东夷的一支是徐夷，徐夷又称淮夷①。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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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时，淮阴属于徐国；春秋时，淮阴是吴国和楚

国争夺的战略要地。

淮阴开挖运河的历史似可上溯到徐偃王时

期。北魏郦道元叙述上古时期徐偃王开挖的运

河的情况时指出：“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

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得天瑞，

遂因名为号，自称徐偃王。”①徐偃王生活在周穆

王时代。周穆王是周王朝的第五个君主，其生

活时代大约在公元前９６０年左右。从“通沟陈、

蔡”中可知，徐偃王沿泗水北上进入中原及陈国

和蔡国时，开挖了一条联结天然河流的运河。

公元前４８６年，吴王夫差开挖邗沟。邗沟与“通

沟陈、蔡”的运河联结在一起，建立了长江、淮

河、黄河等水系间的联系，淮阴因此获得了优先

发展的机会。

楚汉战争结束后，汉高祖刘邦封项伯为射

阳侯，由此揭开了汉武帝时析淮阴县建射阳县

的序幕。晋代，改射阳县为山阳县。此后，淮阴

升格为郡（州），先后出现了山阳、淮州、东平、北

兖州、东楚州、楚州、淮安等称谓。汉代以后，淮

阴县与射阳县（山阳县）并存，出现了或同属一

郡或分属两郡，或郡治建在淮阴或建在山阳的

情况。然而，不管行政区划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就本质而言，都是在分析大淮阴以后出现的新

行政区划。

邗沟的南端经扬州联系长江，北端经淮阴

进入淮河，由淮河入泗水联系黄河中下游地区。

这条航道建成后，一是建立了江淮之间的直接

联系；二是通过泗水可直接进入黄河下游地区。

北宋以前，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基本上建立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然而，当江浙成为国家赋税

的重要来源时，必须以运河为通道调集江南财

富时，淮阴遂成为历代统治者重点经营的地区

或城市。从大的方面讲，淮阴社会经济的发展

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淮阴政治地位提升与经

济走向繁荣是在漕运的过程中实现的；二是淮

阴盛产淮盐，淮盐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凭

借特有的资源及航运优势，淮阴成为全国著名

的商品集散地②。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隋唐以

洛阳为运河交通枢纽，还是北宋以开封为运河

交通枢纽，淮阴在漕运及促进商品流通都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如隋唐以后，一方面中国的

政治中心建在黄河流域，另一方面经济中心移

往江淮及长江以南，因淮安位于长江流域和黄

河流域的节点淮河流域，独特的水上交通能力

与地理位置决定了淮安的区域政治和经济中的

地位。如宋神宗赵顼熙宁十年（１０７７），楚州（淮

安）的商税在全国名列第三。当时，全国商税超

过十万贯的城市及地区有三个，名列第一的是

杭州，年征收商税约１７．３万贯；名列第二的是开

封，年征收商税约１５．３万贯；名列第三的是楚

州，年征收商税约１１．３万贯③。因漕运而带来

的商业繁荣必然带来城市的繁荣。与此同时，

因淮安位于漕运的咽喉地带，历代统治者加强

其地的水利工程建设及城市建设，从而为淮安

保存较多的运河文化遗产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从历时的角度看，淮安政治地位的全面提

升发生在明清两代。自明代在淮安设置漕运总

督以后，清代又设立了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

凭借强大的商品输出能力，淮安迅速发展成与

省会城市并驾齐驱的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

心④。淮安是典型的运河城市，淮安兴衰和变迁

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运河兴衰的历

史。在这中间，淮安辉煌既见证了中国运河辉

煌的历史，同时也见证了中国运河衰落的历史。

从这样的角度看，深入地解构运河与漕运及城

市的关系，关注淮安即淮阴的历史是不可或缺

的方面。

在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大背景下，作为运

河线上的最重要的航段及水利工程枢纽，运河

城市淮安必将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此同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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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淮安段水利工程设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及运河景观必将得到更多的关注。客观地

讲，这是对古老大运河的一次“再发现”，也是对

其价值的重新发掘，同时也是研究、保护、整治、

复兴这座古老运河的机遇，是以实例从一个侧

面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一个契机。

二、运河淮安段文化遗产的基本构成

中国的运河代表了１７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

范围内水利规划、土木工程的最高成就。２００６

年５月，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整体公布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年底，国家文物局正式

将中国的运河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

中国古代有悠久的开挖运河的历史，运河

的文化遗存远远地超出明清两代形成的京杭大

运河的范围，乃至于人们对运河所指的范围、相

关的物质非物质遗产构成等存在着很大的分

歧。如张延皓认为：“中国大运河遗产构成可包

括运河工程遗产和由运河工程派生衍生的遗产

二大类。”①稍后，谭徐明亦认为：“京杭大运河

遗产的核心构成是水利工程体系，由水道工程、

水源工程、工程管理和附属设施四大工程系统

组成。”②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古

代运河的理解和认识集中在京杭大运河方面，

乃至于将京杭大运河视为中国古代运河的全

部。其实，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古代有

更悠久的开挖运河的历史。此外，将运河遗产

的核心构成定位在水利工程遗产及由此衍生出

来的遗产等方面也是片面的。古代开挖运河与

国家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与稳定政治秩序有密

切的关系；与发展漕运，稳定社会秩序有密切的

关系③；与发展商贸，加强不同地区的经济往来

有密切的关系；与城市发展及文化传播有密切

的关系④。这些对于正确地认识和厘清运河文

化遗产方面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为此，我们

主张从更广阔的视野研究运河及运河沿岸的物

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更为科学的角度分析

和解构其存在的价值和文化意义。运河淮安段

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远远地超过了

运河沿线的其他地区或城市。根据我们的调

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航道及水利工程遗存

运河是富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遗产。运

河淮安段分布着许多见证运河航道、水利工程、

城镇建筑等各类不可移动的文物，它们见证了

运河沿线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活动

和社会经济、城市建设、文化发展的历史。与其

他航段相比，运河淮安段保存的古代水利工程

设施遗存最多，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水利工程博

物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运河工程史的缩影。

１．淮安段有不同时期开凿的运河航道遗

存，主要有邗沟北段、泗水故道、龟山运河、盐

河、太平河、张福河、老涧河、六塘河、通济渠（汴

河）、沙河运河、洪泽新河、山阳湾等。

２．在历史的变迁中，运河淮安段与淮河、泗

水、黄河形成了交汇之势，洪泽湖为运河航道提

供了丰富的水源。特殊的地理位置，铸造了运

河淮安段特有的河口文化。主要的河口遗址有

古末口遗址、古清口遗址、杨庄运口、小清口、仲

庄运口、张福运口、淮口、汴河口（通济渠口）、磨

盘口（新庄口、鸭陈口）、水渡口等。

３．淮安段有丰富的堤坝遗存，主要有高家

堰、周桥月堤、高家堰滚水坝、中运河越堤、中运河

旧堤、拦黄坝、康熙御坝、顺清坝、天妃坝石工、卞

家汪石工、清口五坝、盖坝、济运坝、塘河东西堤、

草湾双坝、淮安五坝、古运河石堤、清江坝、三义

坝、草湾双坝、烟墩埽工、磨盘埽坝、竹络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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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淮安段有丰富的涵闸遗存，主要有清口

水利枢纽遗址、清江大闸、清口石闸、码头三闸

遗址、活动坝节制闸、王营减水坝遗址（西坝）、

盐河头双金闸、盐河闸、仲庄闸、陶庄闸遗址、淮

阴船闸等。

５．淮安段有著名的津渡遗址，主要有通济

渠入淮口码头、清江浦石码头（御码头）、龟山御

码头、清口御码头、王家营渡、武墩渡口、西坝老

船塘等。

运河淮安段充分展示了古代运河工程的科

技成就，为研究运河水利工程史、管理史以及具

体的航道建设、堤坝、涵闸等提供了丰富的资

料。搞清其历代航道变化的过程，可以为普查

运河航道及历史航道地下文化遗存奠定坚实的

基础。

（二）运河沿岸城镇及相关的文化遗存

运河在展示中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成

就的同时，还孕育了运河淮安段的古镇、村落和

历史街区。这些文化遗存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

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历史，展示了运河淮

安段绚丽多姿的文化风貌。具体地讲，运河沿

岸古城遗址有淮安三城遗址、泗州城遗址、清河

城墙遗址、甘罗城遗址、韩信城遗址、龟山城遗

址等十多座遗址；有十多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名

镇，如码头镇、河下古镇、王营镇、西坝镇、蒋坝

镇、龟山镇等；有丰富的古建筑及遗址，如清江

浦楼、镇淮楼、文通塔、淮安府衙、漕运总督府遗

址、河道总督府遗址、清江浦丰济仓遗址、淮安

钞关遗址、清江督造船厂遗址、韩侯钓台、韩信

故里等；有展示历史的文化街区，如楚州区上坂

街、清江浦丰济仓与草市口历史文化街区、花街

与慈云寺历史文化街区①、都天庙历史文化街

区②，清江大闸口历史文化街区、东长街历史文

化街区、周恩来童年读书处至人民剧场历史文

化街区等；存有内容丰富的石刻，如清晏园御碑

林、御制重修惠济祠碑、乾隆阅河诗碑、高家堰

接筑堤工碑、清口灵运记碑、勺湖公园御碑、龟

山石刻群、第一山题刻、三河闸历代石刻遗存、

洪泽湖大堤石刻、洪泽湖大堤碑刻等；有分布广

泛的庙宇及庙宇遗址，如惠济祠、吴公祠、陈潘

二公祠、天妃宫、慈云寺、淮渎庙等二十多处。

（三）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说，运河淮安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淮安人民长期积累的文化与智慧的结晶。深入

调查其形态，可为研究大运河对流经区域文化

的形成、发展、传播提供鲜活的实证材料。具体

地讲，一是运河淮安段保存了大量的与运河相

关的神话及民间传说，如无支祁传说、水漫泗州

的传说、洪泽湖传说、龟山传说等对文学艺术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是在保持固有习俗的基础

上与运河文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富有个性特

点的民俗。如金龙四大王崇拜、妈祖崇拜、老子

山安淮寺庙会、洪泽湖渔家婚嫁习俗、洪泽湖渔

家丧葬习俗、清口惠济祠庙会、淮河服饰习俗

等；三是在运河文明与民间艺术结合的过程中，

形成了感染力强、富有艺术张力的民歌、戏剧、

舞蹈。如南闸民歌、淮剧、淮海戏、香火戏、泗州

调、程家戏、楚州十番锣鼓、洪泽湖渔鼓舞、泾口

高跷、花船舞、龙舞、团团会等；四是创造了富有

个性特征的技艺，如淮扬菜制作技艺、漕船制造

技艺、洪泽湖渔具制作技艺、洪泽湖地区水车制

作技艺、共和蒲草编织技艺等；五是运河哺育和

创造了淮安的历史辉煌。如许多政治家、文学

家或生在淮安，或在淮安驻足。他们留下的足

迹及诗文丰厚了淮安的历史文化，为后人深入

地认识淮安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如汉赋作家

枚乘父子、南朝鲍照、唐代诗人白居易等、宋代

诗人苏轼等、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瞿佑的运

河纪行诗、晚清思想家龚自珍的运河纪行诗等

都是人们认识淮安的重要载体。

（四）运河沿岸的人文和自然景观

运河淮安段保存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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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包括花街西侧清代商铺、北侧轮船公司航运局１号与２号楼。
包括都天庙大殿、周信芳故居、郎静山故居、文会庵及１０多处清代古民居。



分丰富。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的活动成果与大

自然有机地融合，构成了运河淮安段富有个性

色彩的文化景观。

１．运河淮安段有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

相互结合的文化景观。淮安位于淮泗流域，处

在淮河、黄河、泗水、洪泽湖等的交汇处。淮河、

泗水及改道后的黄河流经此地后，构成了淮安

不同形态的水道。同时，淮安境内的湖泊密布，

有洪泽湖、射阳湖、白马湖、高邮湖、宝应湖、山

子湖等，造就了淮安的湖光山色。河流与湖泊

构成了淮安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此同时，人工

河流（运河）与天然河流及湖泊拧结在一起，又

构成了运河淮安段别具一格的文化景观。具体

地讲，这一景观就是经人加工过的自然景观和

保持原生态的自然景观。

２．运河工程是运河淮安段重要的人文景

观，这些人文景观与具体的地形地貌结合在一

起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形态。淮安在运河及

漕运中的地位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淮安在运河

各航段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作为运河航运的重

要区间，为保证其航道的畅通，历代统治者在淮

安进行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建设。这些水利工程

的遗存与特定的地形地貌结合在一起，给淮安

大地留下很深的印记。这些景观在改变居住环

境、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

意义，为研究大运河对周边自然环境的影响提

供不可多得的资料。

三、运河淮安段文化遗产的现状评估

在运河开凿的漫长历史中，孕育了源远流

长的运河文化，这一文化集中地折射到运河淮

安段的科学技术、建筑艺术、工艺美术、文学艺

术、风情习俗、饮食文化等方面。深入地思考这

一文化现象，以积极的态度对其进行评估，将有

利于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一）航道及水利工程遗存现状评估

运河淮安段是古代运河及京杭大运河的关

键航段。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运河物质文化

遗址众多，承袭关系清楚，脉络可辨，是运河航

道遗址的重要地区。“淮安北带黄河，南络长

江，中贯淮河，与运河有不解之缘。春秋时，淮

安属一度强盛的徐国。据载，徐偃王为北上争

霸曾在淮安修运河入中原。稍后，吴王夫差开

挖邗沟，入淮处在末口（今淮安）。此后，魏文帝

开挖山阳池，隋文帝杨坚开山阳渎（开皇七年，

５８７），他们修整联结江淮水道的行为，为建立淮

安与运河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淮安政

治地位的提升以及社会经济走向繁荣与明成祖

迁都北京、改海运为漕运有密切的关系。永乐

九年（１４１１），明成祖朱棣下令疏浚洪武二十四

年（１３９１）淤塞的会通河，“十三年（１４１５），始罢

海运。是年，平江伯陈蠧又开清江浦五十里，导

湖水以达清口。自是东南之舟浮于邗沟，济于

淮，溯于河、于汴、于沁、于泗、于沂、于汶，沿于

会通，入于卫，溯于白，达于大通，至都城六十

里。”②在明王朝的经营下，淮安成了京杭大运河

的重镇。

目前，运河淮安段水利工程设施仍在使用

的水利设施保存基本完好，如淮安水利枢纽、淮

阴水利枢纽等。现有的航道基本上保持了历史

航道的走向。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

同时段开挖的新航道成为航运条件优良的内河

二级主航道，延续着大运河的航运功能。明清

两代开挖的里运河，因其运输功能减弱开始成

为淮安市内河道及生态景观廊道，并成为国家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主要输水线路；黄河故道

因不再具备通航能力，开始演变为城市的生态

景观廊道；盐河现为四级通航河道，经改造后将

成为三级航道即建成可通航五百吨驳船的航

道。与此同时，现有的运河航道、里运河航道等

还有着防洪排涝的功能。如经过改造的黄河故

道为行洪分洪河道。从现有的情况看，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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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强：《漕运与淮安》，《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杨宏、谢纯：《漕运通志·漕职表》（荀德麟、何振华点校），北京：方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０页。



府一方面在有意识地保护运河沿岸的文化遗

存，另一方面因经济发展及建设的需要在不自

觉的状态中或无情地破坏运河沿岸的文化遗

存。现择其大要，叙述如下。

１．高家堰（俗称洪泽湖大堤）石工墙遗存。

高家堰北起淮安淮阴区码头镇，南至盱眙县堆

头村，全长７０．６３公里。因长期破坏和缺少必要

的保护，地面上的石工墙基本遭受破坏，底部石

工墙的完好率仅为２６．６％。保存最好的石工墙

底部为洪泽十堡到高良涧水电站段，该段石工

墙共１５．６３公里，堤段底部的石工墙完好率达到

７０％。其中，周桥月堤、乾隆信坝和蒋坝石工尾

保存最好，其遗存虽大部分埋入滩地，但完好率

达７４％。从另一个层面看，这些石工墙的底部

虽保存较好，但因石工墙的上部已遭破坏并成

为公路，故很难得到修复。

２．清口水利枢纽遗址等留有部分地面遗

存。清口是京杭运河与黄河、淮河的交汇点，素

有漕运咽喉之称。为防止黄河对运河的倒灌和

侵入，明清两代运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

此修筑了淮阴三闸等一系列的水利枢纽工程。

这些工程建成后，在治黄、导淮、济运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因后来运道不再使用，

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人为的破坏，乃至

于与航道相关的堤坝、航道、船闸等拆除殆尽。

尽管如此，其主要的水利工程遗存尚在，只要下

决心保护，还是可以展示昔日的雄姿的。

　　　　

①［清］张廷玉等：《明史·河渠志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０８２页。
②按：“广东”应为“广州”，可能是翻译或印刷错误。
③原注：滕井宏：《明代盐商之考察》，《史学杂志》，卷５４期６页７２（１９４３）。
④［美］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８５页。

　　３．清江大闸。该水利工程主体设施保存基

本完好。清江大闸是陈蠧开清江浦以后建成

的。永乐（明成祖朱棣年号，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间，

平江伯陈蠧开运河新道清江浦。史称：“蠧访之

故老，言：‘淮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鸭陈口仅

二十里，与清江口相值，宜凿为河，引湖水通漕，

宋乔维岳所开沙河旧渠也。’蠧乃凿清江浦，导

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十三年五月，工成。

缘西湖筑堤亘十里以引舟。淮口置四闸，曰移

风、清江、福兴、新庄。以时启闭，严其禁。并浚

仪真、瓜洲河以通江湖，凿吕梁、百步二洪石以

平水势，开泰州白塔河以达大江。筑高邮河堤，

堤内凿渠四十里。久之，复置吕梁石闸，并筑宝

应、汜光、白马诸湖堤，堤皆置涵洞，互相灌注。

是时淮上、徐州、济宁、临清、德州皆建仓转输。

滨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浅夫。水涩舟胶，

俾之导行。增置浅船三千余艘。设徐、沛、沽

头、金沟、山东、谷亭、鲁桥等闸。自是漕运直达

通州，而海陆运俱废。”①陈蠧开清江浦后，加强

船闸等水利设施建设。这一运河物质文化遗产

得以保存，与里运河一直通航有直接的联系。

然而，与清江大闸相配套的水利工程设施大部

分遭受破坏，已无法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

（二）运河沿岸城镇及相关的文化遗存现

状评估

明清两代，因漕运淮安迎来了历史上的辉

煌，经济实力走在全国的前列。美籍华人黄仁

宇指出：“１６００年左右，明代一位作者列了一份

全国最大城市的清单，清单上所列城市排序如

下：北京、南京、杭州、镇江、广东②、福州、苏州、

松江、淮安、扬州、临清、济宁、仪真、芜湖和景德

镇③。在１５座省会城市中，有 ５座坐落在漕河

地区，其他几座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漕河，或者

散发自己的生产品，或者输入消费品。”④在全国

十八座大城市中，淮安排列第九，其繁荣程度超

过许多省会城市。运河淮安段两岸即从末口到

清口五十余里间，分别有淮城、河下、河北、板

闸、钵池、清江浦、王家营、西坝、韩城、杨庄、马

头、清口等十多个城镇，这些因运河商品流通而

兴起的城镇夹岸数十里，街市鳞次栉比，传递着

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信息，见证了运河地区的

经济发展和独特的民俗风情，为运河文化遗存

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

运河淮安段沿岸城镇主要有淮安古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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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县城、码头镇、河下镇、板闸镇、王营镇、小营

镇、西坝镇、杨庄镇等。其中，保存相对完好的

只有河下镇历史文化街区，其他城镇破坏极为

严重，考虑到恢复性的保护投入太大，为此，需

采取一定的措施有计划地选择重点加以保护。

（三）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评估

运河两岸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

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

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

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这些

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代口传心授、世代

传承的文化遗产，根植于民间，是运河淮安段人

民的生命记忆和活化的文化基因，同时也是人

类创造力、想象力和智慧的结晶。

目前，经过整理和发扬光大，已有部分遗产

被列入国家和江苏省、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然而，在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

的今天，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生长的环境

发生变化，保存的环境日趋恶劣。特别是现代

生活方式对运河沿岸原有的生活方式的消解，

直接导致这些遗产的存在空间日渐狭小，乃至

于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具体地讲，一些技艺

因为老艺人的去世，没有传人，直接导致人死技

亡的事件一再地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抢救

工作迫在眉睫。如何更好的保护大运河沿线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使这些祖先们创造并赠与我

们的宝贵财富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已是不得不

面对的大问题。

（四）运河沿岸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现状评

估

运河淮安段具有文化与自然遗产水乳交融

的特色，天工和人工交融在一起，展示了运河文

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根据我们的调查，运河淮安段从竹络坝至

清口保存了较好的郊野风光，生态环境良好。

如运河沿岸———市区以南的开发区和楚州段沿

运河两岸展开，有较好的田园风光。楚州城区

的三湖一垠，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融合在一起，

有较好的生态环境，略加整治，可恢复旧日风

貌。

里运河沿线可分为市区和郊区两类。市区

的工业化程度较高，对沿线文化遗存破坏极大。

市区运河两岸分布了较多的工业企业。如淮海

南路以西、淮海东路以南、漕运南路、运南西路

等运河沿岸路段为传统工业区，这些工业区一

方面破坏了运河沿线的文化构成，另一方面又

反映了淮安近代以来工业建设的成就。目前，

这一密集区的企业及居住区正在拆迁，面临用

地调整。与里运河平行的翔宇大道沿线分布有

会展中心和新住宅区等大量已建或待建项目，

这些建设项目开工后，对原有的运河文化遗产

的保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城西北路以南段

的乡镇企业拆除后，虽利用部分拆迁腾空的土

地建设了河滨公园，但在建设中存在着毁坏运

河文化遗存的现象。淮安枢纽以南的京杭运河

与淮江公路并行，沿岸砂石厂等占用运河堤坝

的现象十分普遍，环境不佳。

与市区相比，郊区因工业化程度低，现代化

建设起步晚，因此保存了有较好的运河与自然

融为一体的田园风光。然而，在不断推进工业

化进程的背景下，运河沿线的人文与自然相融

合的景观正逐步消失，存在着过度开发，大面积

破坏运河沿岸文化遗存的危险。

黄河故道沿岸以居住区为主，两岸的黄河

故道绿化风光带具有较好的景观环境。但沿岸

住宅虽与河道隔开一定的距离，但建筑高度和

密度较大，对运河风貌有所影响。盐河（淮阴区

段）、老涧河（楚州区段）、楚州文渠的大部分河

道位于市区，以城市型景观为主，并不同程度地

受到城市建设的影响，周边环境和水质有待改

善。龟山运河、张福河、盐河、老涧河航段及区

间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两岸的郊野风光绮丽。

洪泽湖高家堰大堤以郊野型景观为主，生

态环境良好，有国家级湿地生态自然保护区。

高家堰大堤流动的空间布局，充满生命力的水

系，以及洪泽湖的浩渺烟波，将大自然的风光通

过人的刻意改造以浓缩和升华的方式再现，并

与建筑、林木巧妙地有机结合在一起，融人工、

自然、文化意境于一体，使自然化的人文景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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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化的自然景观水乳交融，相映成辉。洪泽

湖生态保护区的环境保护对于高家堰大堤等运

河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近年来，淮安市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组织开展淮安运河文化遗存专题调查行动，在

全市成立十二支文物普查工作队，对运河淮安

段以及与之有关的洪泽湖、古黄河、古淮河、盐

河等重点区域展开了调查，新发现与大运河有

关的文化遗迹４０多处。如航运局一号楼、二号

楼是本次文物普查新发现的与运河文化相关联

的文物，建筑本体保持较好，需要立即着手划定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加强保护；丰济仓

遗址仅存的三幢２０余间房屋被周围大量新建房

屋包围，急需对其内部房屋资源情况进行调查，

着手制定保护规划。

四、运河淮安段物质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运河２０００多年的发展史上，淮安地处重

要航段，其社会经济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明

清两代，漕运总督、河道总督驻节于此，使得淮

安一度成为全国的漕运中心、河道治理中心、漕

船制造中心、淮盐集散中心等，运河见证了淮安

的历史，奠定了城市的格局，繁荣了城市的经

济，丰富了城市的文化。

近年来，随着运河“申遗”工作的展开，京杭

大运河淮安段文化遗产调查、研究工作取得新

进展，运河文化遗产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保

护和重视。如２００７年底，淮安市文物局委托江

苏省城市规划设计院编制《淮安市文物保护紫

线规划》，相关文物的保护真正走上规范化、法

制化轨道。又如有关部门对淮安运河水利工程

及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现状的分项评估的结

论是，管理状况良好的占５４％，管理状况一般的

占２８％，管理状况较差的占１８％。这些数字从

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进一步保护和利用这些遗

产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其一，开展专题研究。京杭大运河作为“文

化线路遗产”，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俗等

众多领域反映出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其

坚韧的活力和独有的魅力保留和延续下来，成

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运河淮安段存有

大量运河设施、古城街区、特色民居、道观庙宇、

地方会馆、园林建筑、名人遗迹，构成了运河沿

线独具特色的建筑群落和文物名胜，展现出淮

安绚丽多姿的运河文化风貌，是祖先留下来的

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目前已做的工作有：

（一）配合运河“申遗”，组织具有影响力的知名

专家来淮安，向专家们推介淮安的运河文化遗

产，如向他们介绍古清口水利枢纽工程的遗产

价值、介绍淮阴三闸在运河水利工程史上的成

就。（二）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目前已举

办数次。（三）点校和出版相关的运河文献，如

荀德麟主持了部分运河文献的整理工作，张强

主持点校了一批地方文献。这些文献为提高运

河城市淮安的知名度做出了努力。（四）参与运

河沿岸城市的研究合作，淮安市政府多次派员

参加运河城市论坛，等等。在这些方面，淮安市

政府及相关人士虽做了一定的工作，但还不够，

需要进一步地深化。

其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新的运河

淮安段的保护条例。２００５年，东南大学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淮安里运河文化长廊

概念性规划》，对贯穿市区３６公里的里运河本

体及沿河区域提出主导性保护意见，初步建立

了遗产评估系统，对各遗产点进行价值分析、制

定保护措施，进而将这一系统纳入运河辅助规

划系统中；同时编制完成《河下古镇历史街区保

护与整治规划》、《驸马巷———上坂街历史街区

保护与整治规划》、《清江文庙———慈云寺历史

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码头古镇总体保护规

划》等相关规划１０多个，对与运河有关的历史

街区、古镇古村、治水遗迹等均提出明确的保护

要求。２００７年底，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院编制

完成《淮安市文物保护紫线规划》，该规划按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要求，为大运河淮安

段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明确规定在

大运河保护范围内，不准私搭乱建，不得割断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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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与运河的时代联系；在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

设项目要事先征得文物部门的同意，尽量保留

运河的原有肌理，使运河保护真正走上规范化、

法制化轨道。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成立了淮安市大运

河遗产保护与申遗工作领导小组，聘请东南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

《大运河（淮安段）遗产保护规划》，已于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底编制完成，这个保护规划符合淮安运河

及其沿线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对于淮安更加

合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我们以为，因运河淮安

段文化遗存调查方面不够准确和全面，需要重

新普查，在此基础上制定新的方案。

其三，对运河淮安段文化遗存作必要的修

缮。为进一步做好保护工作，淮安市制定了运

河文物保护修缮计划，有选择地对运河沿线的

文物古迹进行保护修复。２００７年，国家文物局

公布古末口遗址、古清口遗址、清江大闸、漕运

总督署遗址、码头“三闸”遗址、淮安钞关遗址、

淮安丰济仓遗址、乾隆阅河御诗碑、竹络坝、河

下古镇等１６处运河本体及沿线相关文物，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的重

要保护节点。目前，淮安市已为每一节点刻制

并树立了黑色花岗岩文物标志牌，以切实加强

保护。２００３年以来，淮安市从城市维护费中每

年安排１５０万元文物保护经费，用于重点文物古

迹特别是运河文化遗产的维修和保护。较大的

项目，还另外安排专项经费。运河沿线各区县

也积极投入资金，和市里上下联动，共同做好大

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三年来，淮安市用

于运河沿线文物古迹维修的资金就达上亿元，

先后组织维修了淮安钞关遗址、清江大闸、吴公

祠、大王庙、陈潘二公祠、圣谕祭祀碑、润州会馆

等十多处有关大运河的文物古迹。市政府还拨

出专款支持楚州区维修和保护运河名镇———河

下古镇。淮阴区也投入巨资维修码头古镇漂母

墓、韩信故里、枚乘故里等文物古迹。

其四，实施运河水环境整治工程。水体污

染是运河淮安段难以解决的大问题。运河淮安

段的水源主要来自洪泽湖，洪泽湖的水源主要

来自淮河。淮河中上游水体污染严重，直接影

响到运河淮安段的水质。此外，在工业化及现

代化的进程中，淮安本身也存在着因排污引起

污染运河水体的问题。淮安市历届政府都重视

运河水体保护及环境整治，但受到诸多因素的

制约，运河水体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始终不尽人

意。随着陆运兴旺、工业发展，城区古运河水运

功能消失，工业污染、农业污染、航运污染、生活

污染、码头污染、旅游污染都集中反映到运河的

水体上。建议淮安各级政府应进一步提高治理

和管理水平，尽快地恢复运河淮安段历史风貌。

其五，加强非遗保护。淮安市十分重视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文化

部门曾专门组织人力，对全市的民间文学、歌

谣、谚语进行搜集、整理和出版。近几年来，淮

安市坚持非物质与物质并重，加强运河文化遗

产保护，通过举办保护成果展、民间文艺展演、

工艺品展示等形式，宣传、弘扬淮安民间文化，

并采取资金扶助、表彰奖励等方式鼓励和扶持

传承人进行传习活动，但我们认为，这一工作还

需要进一步地加强。

五、运河淮安段物质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在运河申请世界遗产的大背景下，充分挖

掘运河淮安段文化内涵，保护运河文化遗存，延

续运河文脉，传承历史文明，在大运河保护和申

遗中提升城市的文化竞争力，促进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将有很多事情要做。为此，针对这一情

况，我们打算就运河淮安段的现状提出一些开

发和利用方面的建议。

其一，充分发挥现有运道的航运功能。大

运河是特殊的历史文化遗产，航运与运河的生

命息息相关，没有航运大运河将失去最核心的

文化价值。京杭大运河在历史上为我国南北物

资流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依然在我国综

合运输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内河

水运网络“一纵、两横、两网”中唯一的纵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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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是北煤南运和长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的

大通道。随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实施，大运

河又被赋予新的功能，大运河的文明在流淌中

得到新的延伸和发展。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在

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保护现有的文化遗存是

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其二，建议政府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申

报世界遗产的进程中。四通八达的运河建立了

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关系，丰富了传统文化的

内涵，凝结了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

多领域的成果，既是一部展示民族文化优秀传

统的百科全书，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２００６年６月，京杭大运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大运

河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从另一

个层面看，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４年是大运河保护和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关键时期。具体地讲，

２００９年至 ２０１０年是启动阶段，２０１１年至 ２０１２

年是保护、整治阶段，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４年为申报

阶段。从国家的层面看，目前已基本完成了大

运河文化遗产的资源调查和认定工作，明确了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和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的思路，改善了部分大运河文化遗产本

体和环境景观的保护状况，在运河保护和申遗

已全面启动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乘势而上，按照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要求，充分

挖掘大运河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通盘考虑物

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切实把积极申

遗的过程变成加强大运河保护与开发管理的过

程，推动大运河遗产的整体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积极开展申遗宣传，弘扬本地方的文

化传统和文化特色，使运河成为展示本地区文

明的重要窗口。

其三，根据区域特点积极发展相关的文化

产业。长期以来，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益为社会

所公认，但往往容易忽视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由此造成文化遗产的价值一直被低估，资源效

应未能完全释放。京杭大运河显示了我国古代

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

下了众多的水利工程遗存、历史文化遗存以及

依托运河发展起来的名城古镇。如果再加上运

河沿线尚未被很好发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

容就更丰富了。《大运河（淮安段）遗产保护规

划》确定，淮安段大运河水工及相关文化遗产共

３５项１１９处，淮安是镶嵌在大运河上面的一颗

明珠，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需要淮安。这

笔宝贵的文化资源应在淮安的经济发展中得到

充分的展示。为此，我们主张通过运河文化遗

产保护和展示来培育旅游景点、带动旅游经济

的发展，以便把文物资源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

结合起来。近年来，总督漕运公署遗址、淮安府

衙、明祖陵等景点展示利用所取得的良好效益，

为运河遗产产业化作出了有益探索，今后还应

在运河核心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方面多下功夫。

其四，市区运河沿线工厂林立，在一定的程

度上反映了２０世纪以来淮安工业建设的成就。

这些工业成果虽然有破坏运河人文景观、自然

景观、文化遗存的一面，但它们本身也是在历史

的进程中形成的新的文化遗存。鉴于此，能否

将有意识地保护与工厂拆迁结合起来，在整治

和恢复运河沿线的文化景观和自然生态的过程

中，将淮安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历史与运河文化

遗产的保护有机地融合起来，借此机会作保护

与利用运河文化遗产的新探索。

其五，以运河打造城市对外交流的名片。

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和名片。深入地宣传，对于提升城市知名度具

有突出的作用。地方的发展必须有自己的特

色，必须有自己的形象的名片，并通过这一名片

来提升其对外的影响力。自运河开凿以来，淮

安因地处江淮要冲，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运河

堰埭、船闸及水工遗址众多，这些丰富的遗存通

过宣传完全可以成为彰显城市个性特色的名片

和品牌。如淮扬菜是运河淮安段的重要的文化

遗产，淮扬菜与川菜、粤菜一道称之为中华民族

的三大菜系，全国虽然有“八大菜系”、“十大菜

系”之说，但溯本求源，都是在这三大菜系的基

础上损益而来的，因此，我们建议，应向全国及

世界推介淮扬菜以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以淮

扬菜为载体，提高淮安的知名度。一句话，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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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的基础上，通过整理和挖掘与运河相关的文

化遗产，不断地推陈出新，为淮安经济文化建设

服务。在这中间，要充分发挥各类专业人员如

历史、文学、建筑、工艺美术、园林以及音乐、书

法、绘画、雕刻等专业人员的智慧，采用科学和

艺术创造结合的路径，将运河遗存的文化资源

进行艺术化处理，使古老运河的文化内涵能够

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与此同时，以人为本，坚

持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因地制宜，有继承、有

发展、有创意地挖掘运河淮安段的文化遗存，在

更大的范围内提高淮安人民保护运河文化遗产

的素质，将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化为每一个人的

自觉行动，并承担起宣传和保护运河文化遗产

的义务。

千百年来，运河淮安段在漕运、盐运、促进

不同地区的经济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

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文化的融合以及对外

开放和国际交往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这样

的背景下，进一步发掘运河淮安段的历史价值、

科学价值、经济价值、人文价值、艺术价值等，有

意识地保护其文化遗存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

务。为此，我们建议要用世界的眼光来重新评

估运河淮安段各类文化遗存的价值，从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历史等方面审视运河淮安段在

中国运河中的特殊地位，进一步做好运河淮安

段的理论研究和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保护

工作，认真收集、整理淮安独具特色的历史文

化，全力保护运河两岸遗存的文物古迹。

（责任编辑：蔡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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