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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扬州，大运河原点城市；古运河扬

州段，运河最古老的一段。

在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的水边，

停靠着一艘“大船”。船头在南，船尾在北，

好似正要扬帆起航。这艘“大船”，就是中国

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工程设计大师张锦秋

领衔建筑设计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长河自奔流，风好正扬帆。走进扬州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如同开启了一趟穿越

之旅，千里运河画卷近在咫尺，两岸烟火气

息触手可及，传统文化展现出勃勃生机。

——编 者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

产名录》10 周年。2014 年 6 月 22 日，由江苏扬

州牵头、35 座城市共同参与的中国大运河联合

申遗项目通过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审议，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扬

州境内 6 段河道、10 个遗产点入选名录，成为沿

线运河城市中入选数量最多的城市。

从今年 5 月 14 日起，“运载千秋——新时代

大运河重要考古成果展”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以下简称“中运博”）开展。该展览是中国

大运河申遗成功 10 年来，对大运河沿线重要考

古成果的首次集中展示。来自大运河沿线 8 省

（市）的 240 余件（套）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过半

为首次展出，全景式展现新时代大运河重要的

考古成果，以及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工作的新变化、新成就。

贯古今 通南北 富两岸

湿地修复再现三湾生态秀带

《左传》记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公元前

486年，吴王夫差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通了一条

水道，即扬州的古邗沟，这也是大运河的原点。

走进中运博，在一号展厅即“大运河——中

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展厅，观众们通过历代运河

电子沙盘，不难看到大运河的历史脉络：开凿于

春秋晚期，隋朝时第一次全线贯通，元朝完成第

二次大沟通……

扬州大学文化遗产中心主任宋桂杰告诉记

者，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由京杭运河、隋唐

运河、浙东运河组成，绵延 3000 多公里。

宋桂杰介绍，从春秋至当代，大运河河道变

迁经历了以下阶段：春秋时期，为战争需要，沟通

长江—淮河水系的河道；汉至隋唐宋时期，疏浚

以往运河，沟通黄河—海河水系，实现贯通钱塘

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自然水系的水运

大交通，形成“人”字形的隋唐时期运河水系网；

元明清时期，“截弯取直”将呈多支线分布的运

河水系转变为单线型的水道系统，形成贯通南

北的京杭大运河。

运河之水自北向南，途经扬州时因地势北高

南低，水势直泻难蓄，漕船、盐船常常在此搁浅。

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 1597年），扬州知府郭光复

舍直改弯，将原来近 200米长的直河道改成约 1.8
公里长的迂回弯曲河道，以增加河道长度和曲折

度的方式来抬高水位和减缓水的流速。从此，这

里静水流深，通航顺畅，留下了“三湾抵一坝”的佳

话。2014年 6月，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

遗产给三湾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扬州作为大

运河联合申遗牵头城市，全面推进三湾区域环境

整治，从搬迁企业、拆除码头、清理违建着手，实施

水系疏浚、驳岸改造、湿地生态修复。2017 年 9
月，运河三湾全新亮相，蝶变为一个占地面积

3800亩、核心区面积 1520亩的“生态秀带”。

作为国内首座全方位展现中国大运河历

史、文化、生态以及科技面貌的“百科全书”式的

现代化主题博物馆，中运博建成后就成为扬

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的重要地标。博物馆

由展馆、内庭院、馆前广场、大运塔和今月桥五

部分组成。馆前广场向南直抵运河湾道，展馆

和塔之间以今月桥相连接，大运塔通过今月桥

与主馆相连……远远望去，大运塔与古运河三

湾上下游的文峰塔、天中塔交相辉映，连成一

线，构成“三塔映三湾”的盛景。

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

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运河的开通，打

通了南北交通命脉，促进了地域间的交流互动，

带动了全流域经济发展。伴随人员流动，两岸

的岁时节日、习俗饮食、诗词曲艺等也因运河串

联而融合发展。”中运博馆长郑晶介绍，大运河

是我国历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见证，这也是中

运博的开馆意义所在。

全流域 全时段 全方位

融合手段诠释运河历史文化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

动的文化。郑晶介绍，中运博内藏有自春秋至

当代反映运河主题的古籍文献、书画、碑刻等各

类文物展品 1 万多件（套），以及与运河相关的

众多文献、资料等。开馆以来，博物馆运用传统

与现代融合手段，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地展

现大运河的历史、文化、生态和科技面貌。

步入博物馆，记者看到，馆内展陈以大运河

发展变迁为时间轴，以大运河全流域为空间范

畴，细分为“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运河上的舟楫”“因运而生——大运河街肆印

象”3个常设展、“运河湿地寻趣”等 6个专题展，以

及“河之恋”数字化沉浸式展览、展演传统戏曲的

小型剧场、青少年互动体验项目和临时展厅，通

过生动有趣、可感可知的形式讲好运河故事，让

参观者了解运河文物保护利用、运河遗产保护传

承、运河文化公园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发展等。

大运河厚重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如何真

实再现？博物馆一号展厅里，长 25.7 米、高 8 米

的汴河州桥遗址河道剖面被完整揭取，并直接

“搬”进了展厅进行展示。

“作为馆内最大的展品，也是当时国内揭取

的体量最大的土遗址剖面，它给观众带来的视

觉冲击力不仅在于其庞大，还在于其利用‘地层

学 ’表 述 方 式 展 现 出 的 大 运 河 历 史 变 迁 的 厚

重。”中运博文化创意部负责人任彦馨介绍，汴

河州桥遗址河道剖面完整地呈现了一条河流在

千年时光中的沉淀与变迁，蜿蜒的地层线和满

布的砖石颗粒、砖瓦陶瓷、生产工具，标注着唐

朝至现代的沧桑岁月。

河道是不可移动文物，把河床搬到展厅呈

现，用到了哪些最新技术手段？“看起来展示的

是一面完整的‘墙’，其实是通过现场考古、清

理、修复、切割等方法，将它一小块一小块地‘揭

取’下来，再用一种特殊的黏合材料，在展厅里

拼接，从而完整地进行展示。这体现了我国对

大运河文化保护中考古技术的进步和展示手段

的创新。”任彦馨介绍，遗址遗迹等不可移动文

物很少在博物馆展出，以原址展示居多，有时因

为距离等原因，观众并不能看清细节。如今，博

物馆观众可以走近遗迹，通过解说和文字，对其

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除 了 汴 河 剖 面 ，

展 厅 中 的 仪

征拦潮闸内河道淤积截面、宜兴宋代砖瓦窑等

也都是被整个“搬”来的。“不可移动文物进展

厅”，是我国运用现代化方式保护、传承、利用大

运河遗存的一种创新。任彦馨介绍，博物馆从

内容、形式、空间设计三管齐下，营造出展览的

沉浸式氛围，让观众观“虚”感“实”，带来了全新

的博物馆体验方式。

依水建 缘水兴 因水美

沉浸体验折射扬州街肆印象

扬州依水而建、缘水而兴、因水而美。中运

博展览展示部负责人徐小虎介绍，博物馆的策

展理念，就是以“流动的文化，美好的生活”作为

主线。“运河上的舟楫”和“因运而生——大运河

街肆印象”，从运河舟楫演变折射出沿线百姓的

幸福生活，以及展示运河贯通为沿岸城镇带来

的繁荣贸易。

为什么会有一个展厅专门展示运河里的

船？“船的变迁是人类使用运河变迁的折射。”徐

小虎介绍，在“运河上的舟楫”展厅，策展团队设

计了虚实两重空间，展示“河”与“人”的关系。

第一重空间，以实体船模展示为主，通过讲述运

河上舟楫变迁的历史，展现了舟楫往来背后蓬

勃发展的古代城市以及运河沿线的市井百态。

在第二重空间中，映入眼帘的，是一艘复原的长

20 米的沙飞船。

沙飞船是清代扬州沙氏所创，因为航速迅捷

而得名，相当于现在的游轮。进入船舱内，扬州狮

子头、北京烤鸭等美食投影展现在眼前——这是

行船时可以吃到的运河城市代表性美食。登上沙

飞船的船头，抬头便是 360度环幕，仿佛真的行船

于运河之上。刚开船，是春天的扬州，烟花三月，岸

边的人吃着早茶，用扬州方言聊着天。船继续前

行，来到冬天的北京，天空飘着小雪，两岸的人衣着

厚实——不同的风土人情在运河沿途交融。

一下沙飞船，就进入了“因运而生——大运

河街肆印象”展厅。看过了隋唐洛阳、宋代开封、

明清北京，经过一处戏台，南北戏剧在此交融，眼

前的场景也“跳转”到了盐商往来的漕运枢纽，充

满人文气息的鱼米水乡。通过两岸的商铺，盐商

的住宅，可以发现这正是明清时期的扬州古城。

运河两岸的老街上，正在叫卖的是扬州特色的漆

器、雕版印刷品等。更神奇的是，走在街上还能

看到一天 24小时内的天幕变化、日夜交替。徐小

虎介绍，策展团队以考古、壁画、文物、文献等资料

作为复原场景的参照，并模拟昼夜更替及晴雨变

化。在实物建筑展品上，选取了商铺、戏台、邮驿

等类型，参观者可以在实景建造的街巷中、码头

上、小桥边穿梭，还能在商铺里选购手工艺品，让

人与运河实现对话。

走出博物馆，扬州城扑面而来。昔日南粮北

运，如今南水北调。历史丰厚的底蕴和绵延不绝

的文脉，为扬州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在新时代的

航程里，这座运河原点城市，如同乘风

破浪的大船，奋楫搏

浪正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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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 78 岁，打小就住在扬州东关街上的古运河边。

小时候，运河水很清澈。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东关街附

近的运河两边建起了化工厂、电厂、面粉厂。加上当时河边居

民私搭乱建的违章建筑也多，大家把生活污水随意倒进河里，

导致河水又脏又臭。到了黄梅雨季，河水倒灌，一些低洼的房

子就会被淹。为了改善生活环境，2000 年以后，政府对东关

街一带居民进行搬迁，同时对运河两岸开始整治。

2008年，我搬迁到 3公里外运河三湾旁边的杉湾小区。老

房变新房，可周围环境还是让人糟心：运河边农药厂、制药厂、

化工厂等大大小小的工厂 80 多家，废气废水直接排到河道

里。我这个人好动，但那个时候只能在小区里转，闷得慌！

这个情况从 2014 年开始改变。当时，扬州启动了运河三

湾综合整治工程，不仅搬走了所有的污染工厂，还疏浚、治理

了河道，对周边的环境进行美化。2017 年 9 月，运河三湾景区

全面建成并对外开放。

现在，我出了小区就走进了景区，春天鸟语花香，夏天树

木苍翠，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空气清新，幸福指数直线上升。

景区里有可以安静看书的城市书房，有供年轻人锻炼的足球

场，有供老年人健身的运动设施，还有供孩子们玩耍的大沙

坑。除了居民之外，也有许多游客和年轻人来这里休闲参观。

我天天到景区锻炼健身，时常会遇到外地游客不了解运河

三湾的来历，向我提出“这里以前是什么样的”“景区什么时候建

的”等问题，我都向他们详细介绍。从 2018年开始，我就发挥老

党员的余热，成为一名义务讲解员，主动向游客、学生讲述运河

三湾的变化。

运河三湾景区里有两座桥，一座是凌波桥，代表了运河流

动的遗产；另一座是剪影桥，代表了扬州非遗剪纸文化。它们

象征着大运河的多样遗产在这里交相辉映。每当我对游客讲

到这些话，大家都会一起鼓起掌来。

除了生态环境变美，运河的文脉也在两岸得到了延续。

2021 年，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正式开馆，有时候馆内会有评

弹等非遗展演，只要有空我都去看一看、听一听。乐于亲水的

游客喜欢沿着 3 公里的环形休闲步道，览水清岸绿，看水鸟蹁

跹；热衷骑行的游客则不会错过“78 环岛旅游大道”这条运河

生态水系骑行线路，感受扬州“绿肺”的魅力风光；到了晚上，

人们还能登上古运河上的游船，选一个露天座位，一路从南门

遗址码头驶向便益门广场，在灯光的装饰下，两岸古港口、古

城池遗址依次登场，夜游的乘客犹如在古运河上穿梭了千年。

大运河由内而外地变美了，家住运河边，我感到心旷神怡。

（本报记者姚雪青采访整理）

又见一河碧水清波
杨文龙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扬州人，从小在瘦西湖边长大。瘦

西湖是大运河的一条支流，从古至今，水系和大运河都是相连

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着很多鸟类选择瘦西湖作为它们的

家园，每年春天还会有白鹭和灰鹭飞翔在蓝天白云下、清水碧

波上。那画面，好美！

因为对运河的感情，大学毕业后我就选择在运河边从事

讲解工作，现在的我已经是瘦西湖景区导游部部长，并且有了

一个新的身份——扬州讲述者，通过网络把扬州故事、运河故

事讲给更多人听。

2022 年，扬州启动“运河十二景”评选工作。经过 22 天、

36 万多人次的网络票选，“运河十二景”名单出炉：瘦西湖、运

河三湾、七河八岛、明清古城、茱萸湾、双宁古韵、盂城驿、北湖

湿地、平山堂、邵伯古镇、瓜洲古渡和高旻禅寺。

运河十二景，景景有故事。运河三湾、七河八岛体现着“水

工匠心”，平山堂是“人文高地”，瓜洲古渡代表的是“古镇风

情”，公元前 486年，大运河第一锹土就是在茱萸湾挖下的……

瘦西湖作为运河十二景之一，原来是扬州不同时代的城

壕，在清代连缀起来，形成一个集锦式的湖上园林群落，属于

运河遗产中的景观遗产。这些沿湖的园林景观，与运河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建筑园林亭台楼阁的石料、木料、奇花异草

等并非本地所产，都要通过运河从别处运来。此外，运河沟通

不同的水系，是开放包容的，瘦西湖景观也融合了南方山水园

林的精致与北方皇家园林的大气。

到了扬州，如果坐船游览，可以从东关古渡码头一路到瓜

洲古渡，这条水线如同一条项链，串起珍珠般散落在沿岸的景

点。如果选择城市漫步，那么可以安排在晚上。行走在夜色

中的扬州，你会看到，东关街、皮市街再现繁华，瘦西湖上演唐

诗主题的沉浸式夜游——3.5 公里的游览线路，十大唐诗主题

篇章，用光影艺术营造出诗画中的扬州。

（本报记者姚雪青采访整理）

图①：在大运河扬州段，装载货物的船舶在航道上有序航

行，来往如梭。 孟德龙摄（影像中国）

图②：位于大运河扬州段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陈 扬摄（影像中国）

图③：中运博“运河上的舟楫”展厅。

图④：扬州瘦西湖风光。 孟德龙摄（影像中国）

图⑤：游客在中运博参观。

孟德龙摄（影像中国）

图⑥：中运博“中兹神州——绚烂的唐代洛阳城”展厅中

的展品。

图⑦：中运博外景。

图③⑥⑦均为中运博提供

本版责编：孟 扬 唐中科 曹怡晴

版式设计：张丹峰

重现古城诗画浪漫重现古城诗画浪漫
金 晶

①①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