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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是“ 十 四

五”时期国家深入推进的重大文化

工程。

近年来，长城、大运河、长征、黄

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扎实推进，一

批建设保护规划相继出台，一批标

志性项目相继实施，一批重点建设

区示范先行，中央和地方投入力度

不断加大，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家

底不断夯实，保护状况持续改善，展

览展示水平极大提升，宣传教育功

能日益彰显，综合效益有效发挥，人

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空间不断拓展。

本版今起推出“国家文化公园”

栏目，围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展现

延续中华文脉、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的生动实践。

开栏的话

12 月 27 日，历时 4 年建设，位于北

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

都博物馆东馆）“运河之舟”、北京艺术

中心“文化粮仓”、北京城市图书馆“森

林 书 苑 ”三 大 文 化 建 筑 正 式 向 公 众

开放。

根据《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保护规划》，北京将打造具有首都

标准、北京特色、时代气象的北京市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而三大文化建筑是

其中促进大运河沿线文旅融合发展的

重要工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肩负着

讲 好 大 运 河 故 事 、讲 好 北 京 故 事 的

重任。

运河文化元素，融入
建筑空间

站在北京市通州区北关分洪枢纽

旁的大光楼上眺望，北运河平阔如镜，

宛如一条飘带伸向远方。作为京杭大

运河的北段，北运河流域横亘京津冀，

北京段占整个流域面积的 70%。从积水

潭流出的清波，沿着通惠河流向通州，

再奔向东南，与天然河道潞水汇合，直

向天津而去。

“远看通州城啊，好大一条船啊，高

高燃灯塔呀，是条大桅杆……”在通州，

至今仍流传着这首“船工号子”，富有节

奏感的号子声重现了古运河上漕运兴盛

之景。设计师也将古运河图景中的船、

帆、水等元素融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

建筑空间，使之成为镶嵌在城市绿地中

的“古韵风帆”“运河之舟”。“北京大运河

博物馆总建筑面积 9.97 万平方米，由共

享大厅、展陈大楼（主楼）和休闲水街组

成。共享大厅屋顶状如船只、坚实厚重，

主楼屋顶形似巨帆、高高扬起。”负责博

物馆设计建设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大项目总监陈宏达

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运河博物

馆离最近的运河故道遗迹（考古调查发

掘 地 点）仅 有 600 米 。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初，在通州运河故道中出土过小型沉船

和瓷器。”首都博物馆展览部研究馆员

高小龙介绍。

展陈贯通千年，勾勒
幽燕风华

通南北千里，润幽燕风华。大运河

始于春秋时代的邗沟，由京杭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 3 部分组成，到

现在已有 2000 多年历史，是世界上流经

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古代运河。它见

证了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历程，书

写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壮丽篇章，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

今天的运河沉静而平稳，让人难以

想象历史上的惊心动魄。“北京大运河

博物馆基本陈列‘京华通惠 运河永济

——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陈列’位于

展陈大楼二层的 4 个展厅。展陈采用历

史分期方法，根据大运河的发展特点，

以 时 间 为 序 分 为 8 个 部 分 ，通 过 超 过

1000 件（套）文物、艺术品，还原大运河

发展演变历史，展示大运河与北京的密

切关系，展现运河沿线人文历史价值内

涵。”首都博物馆副馆长谭晓玲说。

千百年来，大运河及相关漕运水系

的出现和发展对北京城市的经济繁荣

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运河在北京地区

蜿蜒曲流，穿越昌平、海淀、西城、东城、

朝阳、通州、顺义 7 个区，沿线文物遗址

分布密集、年代跨度大、类型丰富。近

年来，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步

伐的加快，大运河北京段沿线的历史文

化遗产家底摸清，燃灯塔、张家湾古镇、

桥闸码头、白浮泉大运河源头、永通桥

等运河遗迹加速修复……沿线 50 余

处水闸、桥梁、堤岸、河道等古建筑、

古遗址得到修缮保护，水体得到治

理，古运河焕发了新的光彩。

运 河 沿 线 风 貌 也 在 艺 术 作 品

中得到呈现——走进北京大运河

博 物 馆 展 陈 大 楼 二 层 ，一 幅 长 卷

《北 京 大 运 河 揽 胜 图 卷》映 入 眼

帘。这是由北京画院 8 位艺术家

专为博物馆联袂创作的画卷，长

27.4 米、高 0.5 米，以细腻生动的

笔触，描绘了大运河北运河段从

白浮泉起始，流经北京市中心、

北京城市副中心，再延伸至天

津的壮丽景致。画面巧妙地融

合了沿途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北

京的标志性建筑，不仅展现了大

运河的古老风貌和现代变迁，而

且以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魅力，

诠释了大运河的文化内涵。

首都博物馆展览部策展人

赵雅卓介绍：“开馆之际，北京大

运河博物馆将围绕大运河与北

京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以人、

水、城为内容主线，从人文地理视

角、生态文明高度展示北京城市

发展历史、建设成就，推出一系列

重磅展览，与首都博物馆从历史文

化的角度共同诠释‘都’与‘城’的关

系。展陈体系由基本陈列、专题展

览、临时展览、开放展示四大类型构

成，着重展示运河上的北京文化、北

京的运河文化。”

多元沉浸体验，南北
文化交融

12 月 17 日，由国家级非遗铜雕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领衔制作的铜

船作品由浙江杭州临平区“驶进”北京

大运河博物馆。

铜雕匠人依据明代宋应星《天工开

物》、明代海防著作《筹海图编》和国家

博物馆收藏的《潞河督运图》，从结构、

尺度、设备等细节复原 3 艘铜船，再现中

国古代漕运船面貌。其中，最长的是可

用于海运的遮洋船，长达 19 米。其次为

漕舫船，船长 15 米，可载 5000 石粮食，

也可搭乘客，较为华丽。最短的为漕运

驳船，也有 12 米之长。

千百年来，漕运船是大运河连通南

北的物质纽带，促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

的交流。北京城里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大运河上漂来的北京城”。隋唐时

期，大运河南连余杭等江南富庶之地，北

达涿郡等军事重镇。依托运河之便，北

京这处曾经的北陲边地逐渐靠近了历史

舞台的中心。到了元代，随着通惠河开

凿，京杭大运河全部航道贯通，一艘艘载

满货物的漕船，循河直入大都城内积水

潭。“基本陈列展出的清乾隆款景德镇窑

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等文

物，展现出大运河贯通南北对北京城市

功能的提升、政治中心地位的巩固、地域

文化特色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伴随着

水运交通的畅通，物资交换、人员交往、

风尚交融，京师文化传播辐射到运河沿

线，形成南北融合、中外互鉴的开放格

局。”赵雅卓介绍。

多元化的沉浸式体验，也是北京大

运河博物馆的一大亮点。开馆后，北京

大运河博物馆将携手通州区各博物馆，

推出“运河有戏”演艺周、“运河有约”惠

民月等主题活动，将伴河而生、因河而

兴的民歌、曲艺、戏曲等运河沿岸省市

世代传承的传统艺术在北京大运河博

物馆里活态呈现，让观众沉浸式体验漕

运时代的文化气息。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外，北京艺术中

心“文化粮仓”与北京城市图书馆“森林

书苑”巍然耸立，与“运河之舟”一道，构

成大运河千年漕运的新航标、北京城市

副中心的文化新地标。三大文化建筑的

兴建与开放，预示着见证过城市沧桑巨

变、承载了宝贵文化记忆的北京大运河

文化带，将以崭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新时代的航程中，以水波为文字、白帆

为标点，继续书写独具风采的历史华章。

图图①①：：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

筑 鸟 瞰 效 果 图筑 鸟 瞰 效 果 图 ，，近 处 为 北 京 大 运 河 博近 处 为 北 京 大 运 河 博

物馆物馆。。

图图②②：：清乾隆款景德镇窑外粉彩内清乾隆款景德镇窑外粉彩内

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

图图③③：：由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由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朱炳仁领衔制作的铜制传承人朱炳仁领衔制作的铜制漕舫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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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④④：：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外景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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