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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近日印发《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保护规划》，整合大运河沿线 8
个省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按照

“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
带面”的思路优化总体功能布
局，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
大力弘扬大运河时代精神，加大
管控保护力度，加强主题展示功
能，促进文旅融合带动，提升传
统利用水平，推进实施重点工
程，着力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
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
亮丽名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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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北京开始大规模保护
传统地名。8月23日起，《首都功能
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 （第一
批）》在多个政府网站进行为期30
天的公示。经过前期资料收集、价
值评估、街道和责任规划师校核、
专家论证等工作，583 处传统地名
列入了首批保护名录。

这 583 处传统地名大多数位于
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从地名产生
时期看，元代 2 处，明代 153 处，
清 代 379 处 ， 民 国 47 处 ， 当 代 2
处。它们是北京历史文化价值的重
要载体，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对象。
进入保护名录的传统地名，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
北京市传统地名的保护、传承

和宣传工作，纳入了 《首都功能核
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三年行动计划

（2020年-2022年）》及《2021年全
国文化中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2021年，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委员会会同东城区人民政府、西
城区人民政府开展了首都功能核心
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编制工作。为
提高保护名录的权威性、准确性，
编制团队参考大量明清史料、地图

等资料，对老城地名使用时间、得
名由来、历史演变进行了精心考
证，还原了老城街巷真实历史沿
革，深入挖掘了老城地名的历史文
化底蕴。

目前，已确认砖塔胡同、史家
胡同的名称始自元代。另有 629 处
明代地名可确定位置。清代仅通过
对 《乾隆京城全图》 的梳理，就得
到乾隆年间街巷胡同地名数量1322
处，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地名2046
处。其中不少地名出现时间被提
前，如著名的杨梅竹斜街，此前多
认为是清末地名。此次编制过程中

发现纪晓岚乾隆年间 《阅微草堂笔
记》 中已有“杨梅竹斜街”记载，
从而将这一著名街巷的历史提前到
了清代中前期。

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根据研
究成果发现，大量现在还在使用的
以城门命名的道路，如崇文门内、
外大街、宣武门内、外大街，德胜
门内大街、安定门内大街等命名也
可追溯到乾隆年间，而非20世纪60
年代的修改与规范。

据新京报报道，随着第一批名
录公布，北京市将逐步建立地名文
化遗产定期评估机制。 （徐美慧）

重新认识运河遗产的作用：
沟通过去，连结今天

历史上，可能没有哪座城市像淮安一样如此长久密切地与大运河绑定在一
起，相互影响又相互成就。淮安维系了运河的运转，也享受着运河带来的财富
和文化；运河的走向与畅通，也深刻影响着淮安城市的形貌和发展。

淮安非常适合去体会大运河的价值和遗产地精神。
带着“朝圣”的心态，我来到淮安清口枢纽，它是由一系列河道、闸坝、

堤防等工程共同组成的大型水利枢纽，分别承担疏浚、维护和水文观测功能，
体现了农业文明时期东方水利、水运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平，堪称大型露天水利
博物馆。清同治年间，黄河结束夺淮入海历史，改道山东入海。清口原有的

“蓄清、刷黄、济运”功能随之消失，逐渐湮废。
御制重修惠济祠碑和码头天妃坝石工遗址是淮安大运河遗产的代表性遗

存。坝址已经考古发掘。这是洪泽湖大堤的延伸部分，过去用来抵挡洪水，如
今则承担相应的遗产展示功能。御制碑记载了当时国家对于治理河漕的重视。
二者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的重要构成部分。

位于市区的清江闸则呈现出非常繁华的景象：醒目的标识碑和导览牌提示
人们这里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河面上停泊着几艘归航游船；若飞桥上
身着汉服的青年人在嬉笑拍照；河堤上，老人在悠闲地漫步……给人的感受
是：这里的运河是“活的”。淮安赋予大运河以人气和活力，大运河仍在影响
和塑造着淮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经 2500多年的持续开凿、疏浚和使用，大运河成为了镌刻在大地上的可
见性极强的地标。这种“可见性”在各地人们的意识中得到刻意凸显，进而成
为公共标识标记。以淮安为代表，运河畔所有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开始
使用相同的标识，它是由汉字“运河”组成的水纹，水纹首尾连接，连续不
断，象征大运河延绵不断地从历史中缓缓流向未来。

去淮安
寻找
运河精神

高晨翔

大运河真是太大了！
时至今日，仍会有许

多人难以清晰、准确地描
述大运河和大运河文化遗
产。在一些城市，运河遗
迹化为早已失去实用功能
的河道、码头、闸坝散落
分布，人们与它们擦肩而
过却常常视而不见；与此

同时，各地运河两岸也发
生着巨大的变化：河道环
境整治、通航恢复、休闲
公园和生态步道建设方兴
未艾……此时，应该如何
去理解大运河文化遗产、
又应该如何去阐释它？我
前往淮安，期待这座“运
河之都”能够给我答案。

淮安“运河之都”形象：
兼容并包，攻坚克难

大运河文化遗产不再只是单纯的古代水利标本，而是有着勾连古今的纽带
作用。这种古今呼应的动态过程对于阐释遗产价值、标识归纳遗产地精神非常
重要。淮安一向以“运河之都”形象示人，现在，它还是江苏省率先导入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标识形象识别系统工程的城市。

淮安正在迎来新的机遇：大运河文化遗产对于中国人而言，更多化为鲜活
的社会生活和认知，它仍然出现在沿线百姓生活的角落和瞬间。我相信，一座
运河遗产城市真正的精神特质，一定藏在普通百姓日常的一粥一饭、一言一行
中。

淮安人的饮食文化中，非常擅长做面。人们来看运河，多要特意尝一尝长
鱼面。淮安的长鱼面堪称南北融合佳品：汤底是精华，要用数十种香料和药材
慢慢熬就。淮扬菜讲求精致，于是黄鳝要仔细洗净去骨，然后再配上北方那种
宽厚劲道的面条和各类菜码，一碗既不同于江南、又比北方口味精细的长鱼面
就出锅了。吃着香喷喷的长鱼面，你会认同本地人对淮安民风的评价：“得燥
湿之宜，具南北之美；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就是说，淮安居南北风气之
中，各选其优而左右逢源。如今在清江闸还能见到一面照壁，上书“南船北马
舍舟登陆”。这种兼容并包的态度，恰当准确地描述了大运河上核心功能与景
观，也很好地诠释了这座兼做运河城市和遗产城市的精神性格。

吃罢长鱼面，当地的出租车司机看出我对大运河格外感兴趣，便向我推荐
了苏北灌溉总渠上的“水上立交”——这是他心目中的当代淮安水运代表作。
京杭大运河与淮河入海水道在这里横纵交汇。历史上有超过 800年的时光中，
淮安都是黄河、淮河、运河的交叉节点位置，于是这里的水工措施不仅体现了
人类与大自然相互适应的智慧，还体现了人们越挫越勇的意志和攻坚克难的协
同意识。进入 21 世纪之后，在当代治理淮河的过程中，淮安也多次处理水
患。面对损失，当地农民给出的回答却是“我们的损失是小事，淮河抗洪是天
大的事。国家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事实上，从清口枢纽到水上立交，
从遗产遗址到当今科技工程，延续不变的是从“治河必先治淮”到“一定要把
淮河修好”的传承。正是这种攻坚克难的性格成就了淮安有别于其他运河城市
的精神特质。

如果重新梳理淮安的“运河之都”形象，我会给它体现出的人类共存的
“兼容并包”和“攻坚克难”都投上一票。

北京583处传统地名
列入保护名录

本报电 据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
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日前公布的
数据，今年“高原精灵”藏羚羊的
迁徙产仔季已结束。工作人员共记
录到 3874 只藏羚羊进入到可可西里
产 仔 ， 而 回 迁 藏 羚 羊 的 数 量 达 到
6185只。

据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
站此前监测显示，5月 2日 13时，今
年首批 235 只藏羚羊穿过青藏铁路、
青藏公路，前往海拔 4800 米的可可
西里腹地卓乃湖产仔，标志着 2021
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这是
被誉为全球最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
迁徙之一。

今年，产仔结束的藏羚羊从7月
16日开始回迁至原栖息地，至8月16

日结束。
可可西里的蒙古语意为“美丽

的少女”，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
海拔在 4600 米以上，气候恶劣，是
著名的无人区和世界自然遗产。20
世纪 90 年代，可可西里地区频繁发
生盗猎藏羚羊和反盗猎事件，成为
当时世界舆论焦点。

目前，我国藏羚羊野外种群恢
复到 30 万头以上。中国科学院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专家连新明此前表
示 ， 在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的 评 估
中，藏羚羊跨越“易危”，从“濒
危”直接降为“近危”，说明种群数
量在上升，未来还会持续上升，“这
是人类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最成功案
例之一”。 （张添福）

可可西里藏羚羊
迁徙产仔季收官

记录回迁藏羚羊6185只记录回迁藏羚羊6185只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今年今年44月下旬月下旬，，藏羚羊已经开始向可可西里卓乃湖方藏羚羊已经开始向可可西里卓乃湖方
向行进向行进。。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吴吴 刚刚摄摄

本报电 据韶关市丹霞山管理委员会介绍，在位于广东的丹霞
山，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竹子专家夏念和教授团队发现了竹类新种
——小麻竹。

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丹霞山的竹类植物非常丰富，但系统性的调
查研究尚未完成。多年来，夏念和团队一直坚持在丹霞山区域开展竹
类调查。

2020年9月，夏念和团队在丹霞山的车湾村和上廖村发现了一种
未知的竹类植物。经过仔细的标本检查之后，团队成员发现该种与近
似种粉麻竹和麻竹均不同，确为一个未被描述过的新种。因此，团队
成员根据当地的叫法将其命名为小麻竹。

截至目前，夏念和团队已调查到竹类植物8属33种，团队成员常
常需要深入丹霞山的无人区，攀悬崖绝壁，走潮湿沟谷，更需要在不
同时期集齐根状茎、枝叶、竹笋、秆箨、竹花及竹果等部位，如此制
作的标本才能准确鉴定物种。

目前，竹类调查项目仍在进行中，该项研究对深入了解丹霞山的
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 （王 坚 陈再雄）

广东丹霞山发现竹类新种小麻竹

沿着北京西四南大街就能寻到砖
塔胡同的东口。胡同因青砖古塔而得
名。古塔建于元代，是高僧万松老人
的墓塔。作为自元代就有的胡同名，
砖塔胡同入选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首
批583处传统地名保护名录。

8月晴日的傍晚，夕阳温柔地洒
下来，像是给胡同刷了一道金色的新
漆。人们走过，拉出长长的影子。

砖塔胡同居民肖大爷热情地做起
了导游，砖塔胡同背后的故事也就此
徐徐展开：鲁迅、张恨水都曾在这里
居住，胡同里那并不起眼的灰墙背后
就是他们的故居；曾被用作民宅的关
帝庙现已经腾退完毕，已有计划重新
整修。

一路上，肖大爷忙着跟街坊邻居
打招呼，不用称呼姓名，一声“哎”
就能自然引出许多寒暄，哪位邻居又
出了远门，谁家孩子又快开学了……
些许生活小事都能攀谈许久。

肖大爷还带我去看了他居住的小
院。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开得十分繁
茂。肖大爷特意在狭长的走廊挂上了
五颜六色的彩灯，小院一下子就平添
了许多喜庆。

肖大爷从小在这里长大，现在他
和发小们也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他
说，未来会有更多年轻人来到砖塔胡
同生活，这会给这条历史悠久的胡同
注入更多活力。肖大爷说：“还是不
能丢了人气儿。”

“一条胡同，半个近代中
国史。”长约700多米的史家胡
同，从来都充盈着历史的故
事。进入 8 月底的初秋，清晨
空气中开始夹杂着丝丝凉爽，
刺眼的阳光在胡同里幻化成斑
驳的光影，骑行在此，许多人
都会放慢脚步，体会这种悠闲
的惬意。

现在，史家胡同仍然是感
受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风貌的好
地方。生活在胡同里的老人，
慢悠悠挪步出门买菜买早点，
不时有拎着糖油饼拖着买菜小
车的居民穿行而过。本地居民
对胡同的历史感到骄傲——自

元代以来，史家胡同不曾更改
过名姓。从清代到新中国成
立，这条胡同是入住过中国知
识界名人最多的地方之一。

如果你路过史家胡同，不
妨去史家胡同博物馆看看。近
代历史上这里吸引诸多文人墨
客；现如今这有北京首家胡同
博物馆，这里不但有 130 个微
缩复原院落的沙盘，还能听到

“虎撑子”“震惊闺”等70多种
胡同声音，带你重温老北京胡
同回忆。

作家老舍说，北平之秋就
是人间天堂。史家胡同是最好
的例证。

——自元代就是这个名字

清晨的史家胡同
高延秋 文/图

——自元代就是这个名字

夕阳下的砖塔胡同
倪一灵 文/图

——自元代就是这个名字

夕阳下的砖塔胡同
倪一灵 文/图

砖塔胡同仍是人们心目中“老北京”的代表地
段。傍晚来临时，胡同中开始进入一天内最后的忙碌
阶段：劳作一天的人们开始归来；饭后，人们又会走
出家门，在胡同里乘凉聊天。

夏秋之交的清晨，人们走出家门，在史家胡同阳光与绿荫
构成的斑驳光影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山西发现中国最早木炭窑

本报电 填补中国冶金考古空白的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有了新发
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在遗址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发现的
一处特殊遗迹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木炭窑，为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
早木炭窑。

自2018年开始，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市文
物保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西吴壁遗址开展连续考古工作，确
认该遗址是一处夏商时期生产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的冶铜遗址。当
地考古人员在遗址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东区发掘时，发现一处特殊遗
迹，后通过精细化发掘，对其进行完整揭露。为搞清其性质，考古人
员结合考古背景，从民间材料寻找线索，并通过实验考古予以验证，
最终判定该特殊遗迹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木炭窑。

考古及文献资料表明，木炭在先秦时期广泛用于取暖、冶金、防
潮等领域，所用数量非常巨大，但以往从未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发现夏
商时期生产木炭的场所。

研究人员认为，西吴壁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木炭窑是国内迄今
为止发现的最早木炭窑遗迹，该遗迹的发现为研究早期生产、利用木
炭及早期木炭质量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同时为复原冶铜生产工作
链、厘清冶铜作坊布局增加了新材料。 （胡 健）

淮安大运河文化遗产区已经引入统一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标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