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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山东省济宁市：
运河文化标识融入日常

济宁市位于运河交通要
道，“水陆交汇、南北冲要”“南
接江淮，北通燕幽”。大运河济
宁段被誉为“运河之都”，建有
大运河上最为先进和知名的水
利工程——南旺分水枢纽，号
称“北方都江堰”。

作为“运河之都”，山东省
济宁市如何加强运河保护、讲
述好运河故事？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大运河济宁段现有世界文化遗
产段3个，分别是会通河南旺
枢纽段、小汶河、会通河微山
段；还有邢通斗门、徐建口斗
门、十里闸等9个世界文化遗
产点。

为将运河文物保护传承
好，济宁市坚持守正创新，实施
文物保护活化工程，在全国率
先推动文物建筑由抢救性保护
向预防性保护转变。近年来，
济宁市任城区持续打造“运河
记忆”项目，涵盖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东大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太白楼、天井闸，以及老
运河原生古迹、古街、古树等，
总面积约11平方公里、水域面
积约3.2公顷。

任城区竹竿巷作为一条传
统街区，堪称济宁运河文化的
缩影。不逛竹竿巷，白来济宁
城。过去因经营竹制品的多，
而得名竹竿巷，如今依然可见
卖笼屉的、竹席的、竹筐的手艺
人。张步财，就是竹竿巷里卖
笼屉的人。从业几十年，张步
财的店搬过七八次，但都没离
开过竹竿巷。从过去只卖竹笼
竹屉，到现在各种厨房用具一
应俱全，产品是丰富了，但也只
是在自己专精的业务范围内。

南北交融的特色美食，也
在任城人的生活中留下了根。
离张步财的店铺不到300米的
林家湾炖鱼，是诞生在运河边
的平民快餐，是当地人念念不
忘的日常美食。“骨酥肉嫩不扎
嘴”是林家湾炖鱼的特点，京杭
大运河的开通，不仅带来了繁

盛的商贸，也让河鲜更易获得。
“炖鱼配上面饼按份上桌，

价格便宜，且方便快捷，受到了
大多数人的喜爱。”林家湾炖
鱼店主李智说起炖鱼如数家
珍，鱼是炖好的，来了盛出来
就能吃，这种“运河快餐”能满
足老运河繁盛时期做工百姓
的需要，也能让当下生活在快
节奏的人们“来了就吃”触发
味蕾记忆。

如今，随着济宁运河文化
节的举办，运河主题公园、博物
馆和遗址公园的建设，济宁市
通过系列文化传承和保护行动
唤醒了人们心中的运河记忆，
使古老运河文化在现代社会延
续和弘扬。

江苏省徐州市：
船工号子串起运河文脉

作为大运河原点省份、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唯一的重
点建设区，大运河江苏段拥有
全线最长的通航里程、最丰富
的历史文化遗存、最广阔的覆
盖地域。

而大运河徐州段是大运
河江苏段的最北段，占全省总
长度的五分之一。据了解，大
运河徐州段沿线文化资源丰
富、遗产资源众多，融汇了楚
汉文化、苏轼文化、漕运文化、
水工文化、民俗文化、商贸文
化、红色文化等文化形态。

在徐州市邳州市，千百年
来大运河吞吐不息，邳州也因
此千年航运不息，船务不息。
一起工作的船工为了让步调
统一，喊上了有节奏的号子，
珍贵的运河遗产——“邳州运
河船工号子”便因此而生。

“拉起纤藤，哟……”“我
拉上船，加把劲哟……”凝望
古老的运河水，遥远的船工号

子似在历史空间回响，一字一
句，响亮而悠扬。热闹喧嚣的
码头，往来如织的木制船舶，
此起彼伏的船工号子、搬运号
子……这些成为老一代人的
记忆。

徐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邳州运河船工号子有
关传承人表示，都说“纤夫赤
膊，士子苦读”，拉纤无疑是辛
苦的，但还好有号子，可以传递
鼓舞人心的力量。船工号子没
有固定唱词，曲调或宛转悠扬，
或高亢有力，唱词一般都随物
起兴。过山唱山、遇水唱水、触
景生情、随唱随编，甚至整段唱
下来全是象声词，生动形象地
反映了船工们的生活状况、劳
动场景和内心世界。

如何让船工号子流传下
来？如何更好地传达号子中
那股苦中作乐的拼劲，发扬船
工号子的时代精神？

今年66岁的石长青，多年
来坚持对运河号子文化的研
究和保护工作。面对身边会
唱号子的老人越来越少，石长
青就遍访昔日老船工，走访老
码头，将他们口中的号子整理
成录音，一点一滴补充完善，
一字一句推敲琢磨，“船工号
子”的章节韵律，又渐渐从老
船工们的朦胧记忆中被唤醒。

在采访中，有不少音乐爱
好者表示，虽然船工号子已失
去了活态，但是音乐里体现出
的船工拼搏精神，值得保护与
传承；建议把号子编排进戏剧
作品，或者和流行音乐相结
合，用更多年轻人更易接受的
方式，把船工号子传承下去。

浙江省湖州市：
运河蝶变焕发新生机

自东晋之后经世代开发，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大地上处
处稻麦桑麻，頔塘运河横贯东
西，京杭运河纵穿南北，形成
了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江南
运河水系，沿河南浔、练市、双
林、菱湖、荻港、善琏六大古镇
应“运”而生。

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
十周年的新起点，由“一段”1.6

公里的頔塘故道和“一点”南
浔古镇组成的大运河南浔段，
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从历史的深处走来，运河
古镇焕发出新生机。今年，湖
州市发布《湖州市生态文明典
范城市建设促进条例》明确，
要弘扬生态文化，推进大运河
文化带保护和建设。

为让古老的运河在保护
传承中蝶变，湖州市南浔区深
入实施大运河古镇集群复兴
工程，加快打造新时代大运河
文化复兴标志性成果。南浔
区练市镇大运河历史文化街
区，利用原练市镇粮站和茧站
等，构建以谷物、桑蚕文化为
核心的新业态；双林古镇活化
利用绫绢、戏曲等文化，蔡宅、
周文清艺术馆等项目相继落
地，村里办起音乐节，亲子营
地、稻虾基地、儿童博物馆岛
研学基地等，备受长三角亲子
游客追捧……

同时，南浔区也依托南浔
文化研究会等智库平台，注重
文物遗产保护、沿河古镇修复
及湖笔、鱼桑、丝绸、绫绢等优
秀传统文化产品的活化呈现。
位于中国文房四宝之首的湖
笔，它孕育、产生于湖州丰蕴
的运河文化环境中。千年以
来，一代代笔工在毛颖之中倾
注的生命之美，让湖笔更加精
致，更加富有灵性。

“湖笔制作中水盆和择笔
是重中之重，水盆工从毛料到
制作笔图的模型做出来，择笔
工把笔头再重新加工精细，做
成毛笔头的标准化。”中国制
笔艺术大师杨松源介绍，整个
过程需要经过 8 个大工序，
120多个小工序，一支纯手工
的湖笔才能制作完成。

为了让湖笔在创新中焕
发“新活力”，杨松源将“水盆”

“择笔”等重要工序搬进了共
富湖笔直播间，与观众实时互
动，讲解制作要领。越来越多
的人也通过湖笔直播间认识
湖笔，了解这项运河非遗传统
技艺，并加入到了制笔行业的
队伍中。“我要把毕生所学传
给年轻一代，让湖笔技艺一代
一代传下去。”杨松源说。

千年运河文韵悠长千年运河文韵悠长
——大运河沿线城市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大运河沿线城市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

大运河徐州段风貌。徐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2014年6月22日，中国

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千年运河贯通南北、穿越古今，传承着中华文明，推动着经济

社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水脉亦文脉，近年来，运河沿线城市持

续加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使运河精神历久弥新。本期，中

国城市报记者走进大运河沿线重要城市——山东省济宁市、江苏

省徐州市、浙江省湖州市，探寻人水和谐共生的“城市故事”。

  湖州市南浔古镇观景俯瞰。鲁勤奋摄

京杭大运河济宁段船只往来，货畅其流。杨国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