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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熊傲然站立在冰天雪地中，丹顶鹤
展开翅膀引颈高歌，川金丝猴憨态可掬地立
于枝头，狼群在月色下围攻天山马鹿……走
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家园——大自然的
奇迹”展览现场，一件件动物标本陈列于精
心设计的场景中，生动展现了自然界“万类
霜天竞自由”的缤纷景象。

此次展览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国家自
然博物馆首次联合举办的展览，也是国博首
个自然生态类展览。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
人魏娜介绍，展览共展示了672件动物标本，
分为“尊重——动物多样之美”“共生——自
然就在身边”“保护——建设美丽中国”3 个
单元，重点讲述中国的动物情况及近年保护
成果，并延展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历
史，让观众深切感受近年来中国生态环境保
护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呼吁大家关爱动物、
顺应自然、保护和建设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此次展出的标本几乎涵盖动物的所有
门类，其中有不少已经灭绝的动物。”国家自
然博物馆馆长孟庆金说，“希望生活在城市
里的人尤其是青少年可以通过这个展览亲
近自然。”

展览中可以看到白颊长臂猿、绿孔
雀、朱鹮、普氏野马等珍稀动物标本。朱
鹮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
有“东方宝石”之称，经过几十年的保护拯
救，数量大大增加。普氏野马原产于中国
新疆准噶尔盆地和蒙古国干旱荒漠草原地
带，是当今世界唯一幸存的野生马种。经
过多年努力，一度在中国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种群数量已突破700
匹，成为中国物种重新引入和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功案例。

沿杨浦滨江栈桥散步，耳边吹来的徐徐江风，拂过桥畔的百年水厂；
登上层叠错落的“空中花园”绿之丘，一览黄浦江两岸美景，曾经的烟
草仓库融入景观之中。

这是记者漫行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两个
片段。从昔日的“工业锈带”变成如今的“生活秀带”，文物建筑、工业遗
产“活”在当下，造福人民。

“示范区建设要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赋
能人民美好生活，带动提升全国文物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近日在上
海举行的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现场会上，文化和旅游部
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表示，要引导社会力量有效参与文物活
化利用，充分释放人民的智慧、社会的活力，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2020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
单。3年来，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融入百姓生活。

河道蜿蜒，园景如画，北京三山五园绿道串起 10 余个特色公园，
城市景观与历史文化在这里交融。昔日皇家御苑焕发勃勃生机，成为
人们亲近自然、感悟文化的乐园。

入住江苏苏州畅园外围建筑改造的酒店，品味江南园林神韵；走
进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新馆，领略“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古蜀文明
魅力；在辽宁旅顺口近代建筑群间展开一场研学之旅，感悟“半部近代
史”中厚重的家国记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过程中，丰富
的文物保护利用成果不断涌现，文化遗产在利用中获得更好保护，为
美好生活赋能添彩。 （据新华社电 记者杨湛菲、施雨岑）

走进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品赏流动千年的运河文化
方彭依梦

文物保护利用
为美好生活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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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顶鹤标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参观者拍摄蝴蝶标本。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图①：浙江杭州密渡桥路古河道遗址出土
的陶马。 方彭依梦摄

图②：南宋出门税银锭。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供图

图③：清代漕船模型。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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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杭大运河是一项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
这条人工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全长 1794 公里，
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古代运河。

在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有一座始建于1631年
的石拱桥，名为拱宸桥，是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标
志。拱宸桥东岸坐落着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建
筑呈扇形环绕运河文化广场，以平坡结合和开放式
格局将室内外景观融为一体，把河、桥、船、埠巧
化为展品。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2006年开馆，是最早系
统展示京杭大运河历史文化的博物馆。经过 4 个月
的闭馆升级改造，今年 9 月，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
馆重新开放，在杭州亚运会期间吸引了许多观众前
来参观。

贯通南北的大动脉

走入博物馆序厅，两根立柱映入眼帘，柱底装
饰着中国传统瑞兽趴蝮。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讲
解员娄红艳介绍，这代表拱宸桥的桥柱，桥柱中
间，一艘漕船正“扬帆起航”。船的后方，近100平方
米的 8K超高清大屏幕上循环播放《北行的运河漕船
编队》，展示了漕船从杭州出发、一路北上直达北京
的景象。序厅左侧，仿制的清代《南巡道里图》长卷
徐徐铺开，呈现了京杭大运河两岸的地理风貌。

“为了更好地展示大运河文化，我们对博物馆外
立面和内部展览进行了改造提升。”中国京杭大运河
博物馆馆长叶艳萍介绍，博物馆展览体系包括常设
基本展“沟通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变迁与影响”、常
设特展“因河而兴：大运河与杭州城的故事”、专题展

“运河综保杭州样板”“千年运河源正流清”以及数字
体验区“大运河数字驾驶舱”。“馆内共展出藏品 600
余件，是之前的 3倍。此外，还增加了多媒体和互动
设施，为观众带来丰富多彩的体验。”叶艳萍说。

“沟通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变迁与影响”设有
大运河的开凿、大运河与漕运两个单元，系统梳理
了2000多年来开凿、治理运河以及漕运体系不断发
展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互相征战，为了运输
兵士与粮草，一些国家开凿了人工水道。公元前
486 年，吴王夫差下令开凿从江苏扬州到淮安的邗
沟，这是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运河。展厅里
展出了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青铜箭镞等，重现列国
争霸的刀光剑影。

除了邗沟，当时江南地区还有从吴都城到长江
的吴古故水道以及从吴地通往越地的百尺渎，它们
可以说是江南运河的前身。

到隋代统一中国之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连
接东西南北的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为隋代大运河
的全线贯通奠定了良好基础。

公元 605 年，隋炀帝改建东都洛阳，决定开凿
大运河以解决漕粮运输问题。611 年，以洛阳为中
心、北到涿郡（今北京）、南到余杭郡（今杭州）的大运
河全线贯通，连接了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农业
中心、北方的军事重镇。“隋代贯通的大运河，我们
今天称之为南北运河。唐宋时期仍然依靠这条运河
开展漕运。”娄红艳说。

元代定都北京，为便于运输南方物资进京，在
隋代运河的基础上截弯取直，开凿了从北京到通州
的通惠河和从临清到台儿庄的鲁运河，将北京至杭
州的航程缩短近900公里。

明清时期，运河漕运达到鼎盛，这与当时的河道
工程有着密切关系。第一单元最后一部分介绍了明
清时期的重大运河工程，包括被誉为“大运河之心”的
戴村坝和南旺枢纽工程，被称为“大运河最具科技含
量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的清口水利枢纽工程等。

“大运河的开凿维护是长期艰巨的工程，体现了
古人的勇气与智慧。而开凿维护大运河最重要的目
的便是漕运。”叶艳萍说，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唯一
为确保漕运畅通而由国家开凿的河道，是维护国家
统一、政权稳定的生命线。

古代由官方组织、利用水路进行的粮食运输叫
做漕运。漕运管理经过长期发展，到明代逐渐成
熟，主要内容包括粮食征收、查验入仓、漕船制
造、搬运上船、漕程安排、押运组织、行程督催、
品质检查、突发事件处理以及卸船、查验与入库等。

展柜里陈列着一件清代苏州府官斛，是古代漕
粮征收的用具。漕运过程中，粮食在粮仓、船只之
间转运，需要进行数量核对。考虑到粮食受潮对重
量影响较大，人们就用升、斗、斛等量具进行核
对。这件官斛整体呈四棱台柱形，口大、底小，由
木板制作，接缝处以铁皮包裹、铁钉固定。内部装
满谷物便记作“一斛”，约合35.6公斤。

漕粮征收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装船运输。历
代政府对漕船的建造材料、船身之长宽高乃至库
仓、栈仓之大小均有规定，并派遣官员对船的质量
与安全措施进行检查。

展厅内，一艘艘漕船模型引人注目。“这是唐代漕
船模型，以安徽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的4号船为原
型制作，体型比较肥短，平底浅舱，铺上横板用于叠放
粮包，装卸便利，最大运载量达55吨。”娄红艳介绍。

在它旁边的是北宋汴河漕船模型。北宋时期依
据不同的运河航段制造出不同的漕船。从《清明上河
图》中可见，漕船有两种形制：一种是中部宽、首尾
稍狭的圆短平底货船；另一种是宽长的大型船，属
帆桨结合的航船。明代漕船的特点是底平舱深，有
较大的浮力和负载量。清代漕船防水性能较好，有
效避免了漕粮霉变。

“为了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我们在展览中插入
不少生动的小故事。”叶艳萍说，“比如在漕运单元中，
通过‘宋太宗考察汴河决口’‘唐德宗因解决漕粮难题
喜极而泣’这两个故事，反映漕运对中国古代王朝的
重要性。”

馆藏清代《京杭运河漕运堪舆图卷》描绘了北京
至镇江这一段的大运河以及由长江转运到安庆的航
道基本情况，细致表现了河道、湖泊、船闸、船只
和沿岸城镇风貌等。“难得的是，图中绘有与漕运相关
的‘过斛’场景，为研究运河历史提供了翔实资料。”叶
艳萍说。

因河而兴的杭州城

大运河孕育了沿岸的城镇群落，杭州就是一个
因运河而兴的典型案例。“因河而兴：大运河与杭州城
的故事”分4个单元，讲述了大运河与杭州城市发展
的关系。

秦统一全国后，在今杭州地区设钱唐县，属会稽
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在百尺渎的基础上修
建陵水道，把进入钱塘江的渡口改到江面较窄的杭
州。“正是这一改变，让杭州在隋唐运河开凿后成为运
河南端城市以及水运交通的重要节点。”娄红艳说。

从秦汉六朝的山中小县，到隋唐之际的东南名
郡，运河的开通对杭州城市发展影响深远。唐代杭
州城北和城南形成了两个规模较大的商贸区，城南
江干地区为对外贸易的码头，城北武林门一带则是
附近州县货物的集散地。

五代十国时期，杭州为吴越国首府。吴越王钱
镠通过扩城将唐代所开沙河纳入城内，并修筑“捍海
塘”抵御潮水侵袭。经过数次扩建，杭州成为南北修
长、东西狭窄的形态，被称为“腰鼓城”。

宋代沿袭了吴越杭州城的格局，进一步梳理了
江、湖、河与城的关系，促进城市繁荣。南宋建都
临安（今杭州），每年通过大运河运至杭州的漕粮以千
万石计。当时，杭州城内厢坊、街道、仓库、娱乐
服务场所等布局均依托运河，城中还出现了销售海
外舶来品的高档商店。

“这是南宋出门税银锭，重970克，是当时杭城
商贸繁荣的物证。”娄红艳介绍，出门税从字面上理
解就是出城门交纳的税款，是南宋朝廷向行商收取
的税项之一，类似于近代的货物税。

密渡桥路古河道遗址位于南宋临安城余杭门外
北郭市区域，是进出余杭水门、连通城内河道和城
外运河的重要通道。2005年和2011年，杭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清理发掘，出土了大量宋
代瓷器和数以吨计的瓷片。馆内展出了密渡桥出土
的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盘、吉州窑剪纸贴花茶盏、陶
油灯、陶马等，令人遥想运河上舟楫如云、百货骈
阗的画面。

由于运河南端不通江海，仅保留内河航运，导
致“南关衰落，北关独盛”。明代，杭州城进一步向北
发展，城北区域形成“三塘五坝”格局。宣德年间，在
北新桥附近设立北新关，收取运河上的船料税，兼
收商税。这一带逐渐发展为商贸区。一组模型生动
展现了北关夜市的繁华景象：运河上，满载货物的
船穿梭如织；运河两岸，建筑林立，灯火通明，码
头工人忙着装卸货物，酒肆、戏台、市集热闹非凡。

明清时期，杭州城南发展出一种新兴行业——过
塘行，主要业务为代客办理内河民船航运或人力运
输货物。清末至20世纪上半叶，杭州西兴运河共有
过塘行70多家，挑夫、船夫、轿夫、牛车夫等从业
者达千人。

展柜中展示着一张印有“顺风快利”4 个大字的
1866年浙江姚大伦德记过塘行发票。这是清末同治
年间运河水上运输的船票，“顺风快利”表达了船家期
盼一帆风顺、早日获利的愿望。票据上除了列出一路
所需开支的银两项目之外，还有“随身行李大小不计
件，客自检点”的提醒。

随河而动的博物馆

从“还河于民”到申遗成功，大运河已成为杭州又
一张“金名片”。为了宣扬保护运河文化遗产的理念，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开设专题展，系统呈现近 20
年来杭州运河综合保护工程取得的成就，并对拱宸
桥、桥西历史文化街区等遗产点进行实时视频直播，
让观众在馆内就能身临其境感受“活着”的运河遗产。

“大运河数据驾驶舱”也是博物馆升级改造的一
大亮点。它整合了运河大脑、运河星谱、运河万物
墙 3 个数字化展项，让观众一站式领略运河文化。
在大屏上点击“大运河万物墙”界面，大运河沿线城
市有哪些好吃、好玩、好看的，立刻出现在眼前。
中国有哪些大运河主题博物馆？各馆有什么特色
内容？这些问题也可以一探究竟。

博物馆还通过不断“上新”宣教活动，让大众以
多种形式感受大运河“流动的文化”。

“自2006年举办‘走读大运河’活动以来，我们每
年都推出运河相关的主题活动，比如‘运河发现之旅’

‘运河·好奇实验室’‘运河少年读史记’等。”中国京杭
大运河博物馆展教部主任杨芳说。

2016 年起，“运河拾贝”课程走进小学校园，让
孩子们在实践中了解运河城市，感受运河非遗，领
略运河红色文化。

2021年启动的“家门口的运河故事”活动，由博
物馆工作人员带领同学们到运河周边文化遗产点进
行采访、拍摄，制作短视频，宣传运河文化。

为满足青少年研学需求，博物馆还策划了“运河
十二时辰 运河十二人生”研学项目。“项目以12个发
生在运河边的故事为主线，让孩子们在博物馆内参
与情景体验，品尝人生百味。”杨芳介绍。

“让千年运河深入人心，让博物馆无处不在。”叶
艳萍表示，未来，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将不断丰
富展览形式、扩充展陈内容、增强互动体验，创新
讲好运河故事，同时，还将加强文物、文献资料的
征集、收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