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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
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
河，也是古老的运河之一，
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
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
程，是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的
一大象征。

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的建
造 要 追 溯 到 2002 年 ， 当
时，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
把运河 （杭州段） 的综合
整治与保护开发列为十大
工程之一。运河综合保护
与整治一期工程“一馆两

带 两 场 三 园 六 埠 十 五 桥 ”
全 面 开 展 。 当 时 的 “ 一
馆 ”， 指 的 就 是 运 河 博 物
馆。

作为杭州市首期运河综
保工程的开篇之作，拱墅区
区委区政府下拨专项资金建
造，旨在建设国内首家以运
河文化为主题的大型专题博
物馆，打造运河文化的展示
窗口，运河文物与运河史料
的 收 藏 中 心 与 研 究 中 心 。
2006年，运河博物馆正式建
成开放。

运河博物馆建筑面积
10700 平 方 米 ， 展 览 面 积
5000余平方米，以“运河推
动历史，运河改变生活”为
陈列主题，分序厅和“大运
河的开凿与变迁”“大运河
的利用”“大运河杭州段的
综合保护”和“运河文化”
四个展厅，其间穿插“漕运

故事半景厅”“模拟运河之
旅船舱”两个多媒体展厅，
将文物史料与高科技巧妙结
合，生动地再现古运河曾经
的繁荣景象。

2014年6月22日，在卡
萨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
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
运河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

46个世界遗产。这也是浙江
继西湖、江郎山后，又一个世
界遗产。杭州当天作出承
诺，申遗成功后，将坚持还河
于民、保护运河、打造世界级
旅游产品这三大目标不改
变，坚持博物馆不收费、文物
不破坏、公共资源不占用，让
运河再活一个两千年。

坐落在北京西海北沿汇通祠内的郭守敬纪念馆，记
载了郭守敬辉煌的一生。郭守敬作为元代伟大的水利学
家和数学家，在天文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科学
成果名扬中外，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科学思
想、科学方法，更是折射着人类智慧的光芒。郭守敬曾
撰写 《推步》《立成》 等十四部著作，历经 700春秋，依
然经久不衰，造福后人。

2016年，是郭守敬逝世700周年。前不久，笔者慕名
而来，伫立堂前，在微暖的春日、怡人的微风下，感受
郭守敬的博学多才。

松柏屹立 祠承人德

祠内北门东侧山坡上的天文仪器、积水潭边的郭守敬
青铜像、郭守敬纪念馆主体馆，共同组成了郭守敬纪念馆。

极目望去，山石层叠，林荫掩映，几条台阶小道环
绕着通往山上的汇通祠。从右边拾级而上，只见一座小
型四合院默默静立在小山的最高处，小院朱墙环绕，佳
木葱茏，这便是郭守敬纪念馆主体馆。馆不大但却十分
雅致，飞檐翘角，积淀着浓厚的古典气息，与旁边汇通
祠门前苍翠的松柏等自然景色相得益彰。

推门进入馆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郭守敬的塑

像。郭守敬一手撑于石上，一手置于半空，胡须稍翘，
气度非凡，深邃的眼底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坚毅的眼神
透露着不懈的精神，春日的暖阳为郭守敬的塑像镀上了
一层金光。

纪念馆主体馆由四个展厅组成，占地面积近800平方
米，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四个展厅各有主题定位，分别
为“生平大事”“元代积水潭”“大都治水”“测天制
历”，展陈设计集科普、教育、视屏、模型、雕刻、多媒
体等展示手段于一体，与现代什刹海的人文特色有机结
合，使古老的汇通祠更显出勃勃生机。

在第一展厅，郭守敬伟大的一生以大事记的形式和图
片文字为主的叙述方式，详尽地呈现在
游客眼中。第三展厅和第四展厅详细介
绍了郭守敬在水利和天文方面的成就。

太史神人 世岂易得

郭守敬不仅以优秀的天文科学家身
份闻名于世，更是一位名垂青史的水利
专家。元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许衡谈
及郭守敬时，也情不自禁赞叹：“天佑
我元，似此人，世岂易得。”

郭守敬出生于河北邢台，从小就聪
慧无比、勤奋好学，少年时期曾用竹篾
仿制浑仪，并研究莲花漏的构造原理，
后入仕途，官至太史，1316年 （元仁宗
延祐三年） 去世，享年八十六岁，毕生
从事水利、天文、测量、历法、算学研
究和实践，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郭守敬曾制定《授时历》，精确推断以 365.3425天为
一年，并主持制造过简仪、仰仪、高表等十多种天文仪
器，并取得了十多项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水平的发明创
造，这些成果都比欧洲早300年。月球上环形山命名“郭
守敬山”，太空中有颗小行星命名为“郭守敬星”。

郭守敬推行治水，在大都开凿通惠河，完成京杭运
河的最后贯通。他最大的成就是在水利方面，而“大都
治水”则是郭守敬治水业绩中最为辉煌的篇章。

1986年9月，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复建汇通祠，辟为郭
守敬纪念馆。“这里是西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市
科普基地，经常会有学生组团过来参观。”西城区文物管
理处曹女士说道。

庙小神大 传承文化

汇通祠始建于元代，郭守敬曾长期在此主持全国水
系的水利设计建设。馆内工作人员蔡女士解释道：“郭守
敬纪念馆选址在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制高点上，在这里
郭守敬推行治水，在大都开凿通惠河，完成京杭运河的
最后贯通，这才有如今的北京城。”

当年元世祖建立元王朝，在旧中都城的东北面营建
了大都新城。为了将中原和江南地区的物资及时运到大
都城，郭守敬在考察大都城（今北京）周围的水系状况之
后，设计了一条河道，从白浮村向西南方开凿渠道，经过积
水潭，直达通州，与隋唐时期的大运河相连接。这条由郭
守敬主持开凿的运河被元世祖赐名为“通惠河”。

通惠河凿成之后，由江南北上的运输船只通过水
路，可以一直驶入都城中心的积水潭，免去了众多民夫
陆路转运物资的辛劳，又使得都城沿积水潭周围形成了

一个繁华的商业圈。为纪念郭守敬的历史功绩，郭守敬
纪念馆选址于此。

1988 年 10 月 1 日，郭守敬纪念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此后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由于纪念馆较小，一般来这儿
参观的都是些对天文学、水利学和郭守敬感兴趣的人，
每天的人流量维持在两百人左右。”蔡女士说。

来参观纪念馆的中华女子学院刘晏伶同学表示，自
己从小就对天文学知识十分感兴趣，郭守敬为中国天文
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此前也曾多次来纪念
馆缅怀这位科学巨匠。

郭守敬纪念馆隶属北京市西城区文物管理处，平时的
宣传多以学校宣传、社区宣传为主，曹女士表示：“我们经
常邀请纪念馆工作人员和一些专家，为学校师生和参观的
游客做展示和讲解。”曹女士在谈到郭守敬时，难掩崇敬之
情，她希望通过更多平台，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郭守敬，了
解他为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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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杭大运河南端终点标志的杭州市拱墅区的拱宸
桥畔，矗立着一座风格别致而又大气的博物馆，它就是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是目前国内第一家以运河
文化为主题的大型专题博物馆，国家文物局认为它的建
成填补了博物馆界的一大空白。

走进博物馆，世界上最长，
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
的大运河的历史，会栩栩如生地
展现在你的眼前。

进入展厅，有一组单色群雕
——运河的开凿者。开凿大运河
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
造，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
汗。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大运
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
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吴国的国
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开凿了从
邗城到末口（即今天的扬州到淮
安）的邗沟。在“古运河图”中可
以清楚看到，邗沟全长 150 公里，
是文字最早记载的一条人工河
道。

在第一展厅中，有一把考古
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戈，
距今已有 2400 多年历史，是博物
馆中年代最早的一件文物。

到隋唐以后，大运河的功能
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方面。有一张
船票特别有意思。它是清朝末年
的，上面印有“顺风快利”四字，表
达了商家希望一帆风顺，早日获
利的美好希望。还写明了收款的
一些项目清单以及提醒顾客保存
好随身所带行李的提示等。既是
明白消费，又有温馨提醒。

大运河浙江段堪称“活着的
文化遗产”，是跨流域的大型水
运体系，涉及太湖、钱塘江、曹
娥江、甬江等自然水域，构成复
杂，迄今仍承担着繁重的航运任
务。展厅地上是一条流动的运

河，闪闪发光。原来，这里用微
缩模型做出了大运河及两岸的九
座城市，放在玻璃地面下。

工作人员指着一个高40多厘
米、底面积约52平方厘米的锥形
木制用具说：“这是我们收集到
的有关运河最具价值的文物。”
它是清光绪年间的苏州府官斛。
当年，农民交皇粮就是用它来计
量重量，一斛大约是 35.8 公斤。
稻米称重过后由官员登记，打包
送上运河漕船，经过几个月的运
输，苏州农民的劳动成果也许到
了守卫北京城某个官兵的家里，
成了饷粮。据介绍，运河漕运经
过几百年的发展，在清代形成了
十分严密、精准的制度，是世界
经济史上的奇观，这个官斛就是
见证。

博物馆收集和珍藏的文物包
括五类：一是与运河漕运直接相
关的文物，如苏州府官斛、“日
进千金”小升；二是与运河水上
运输相关的文物，如余锦洲老行
水单、“顺风快利”船票等；三
是运河出土文物，如大关桥北出
土唐开元通宝钱、运河出土宋代
瓦当等；四是运河水上人家生产
及生活用具，如竹编酒葫芦、船
用水桶等；五是沿运河城市文物
及工艺品，如明嘉靖三年临清大
青砖、扬州漆器雕屏等。

博物馆目前收集、展出的上
千件文物和史料，充分展示了大
运河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地
位和作用。

展现大运河历史文化展现大运河历史文化

一般的博物馆内展示的历史图片，都会生动地记录下当时的生
活场景，但它们都有一个特点——静止。而在大运河博物馆内，参
观者会看到一幅反映运河漕运文化的720平方米的动态画卷。

“短短的十几分钟时间内，你就能看到当时京杭运河边的繁荣
景象：春意盎然的某一天，岸上的灰白建筑交代了当时的年代，河

中船队交织，桥上人流有挑担推车的、作揖问候的，码
头上有装货卸货的、等候摆渡的，河岸上有集市、戏
台，炊烟袅袅的民居、河边淘米的百姓。”工作人员指着
效果图向记者介绍。

“油画是静态的，但我们加入三维动画让里面的人、
车、马动了起来，加上声、电、光的配合，观众坐在半
景画的中间位置，就好比看京杭运河的历史电影。”拱墅
区文化局一位负责人激动地向记者谈起了这画中的奥
妙。

他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80家博物馆内有这样
的半景画，但是能动的只有目前运河博物馆这一家，并
且面积是最大的。

第三展厅还专设有一个“模拟运河之旅船舱”，将实
景拍摄的资料，通过高亮度投影机、270度水平视场角柱
幕投影三维视景系统，逼真地显示“大运河”的自然风
光与人文景观，观众只要带上特制眼镜，坐在椅子上，
就如同身临其境，开始从杭州到北京的运河之旅，欣赏
京杭大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

另外，序厅部分也非常有创意，三根托重柱改装成
了象征京杭运河南端的拱宸桥的两个桥墩和一艘帆船，

对面是象征京杭运河北段通州白浮泉的九个喷水龙头，而仿真水地
面则代表着京杭运河。

运用现代的声、光、电等高新技术，将文物史料与高科技巧妙
结合，生动地再现古运河曾经的繁荣景象，这是杭州京杭大运河博
物馆另一大亮点。

新技术让大运河“动起来”

展示运河综合保护成果的窗口展示运河综合保护成果的窗口

郭守敬纪念馆

汇通祠内感悟科学精神
严 冰 蒋子月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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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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