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日，中国大运河项目作为文
化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
为世代受京杭大运河的哺育，山东
人民对大运河申遗寄予厚望，听到
这个消息自然是“喜大普奔”。

大运河“入遗”给沿线区域带来
的“大喜”可能是多重的。我们最先
想到的是，大运河的世界知名度将
大幅提升，围绕大运河或将出现观
光旅游热潮，沿河的居民也有望利
益共沾。这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当

年山西平遥、洛阳石窟、云南丽江等
地都曾在申遗成功之后带动了当地
旅游业的大发展。大运河山东段全
长六百多公里，“入遗”对沿线五市
而言自然是重大利好，完全可以通
过大运河的复兴带动经济发展，重
现历史辉煌。

但是，也应当看到大运河有其
特殊性，并不适宜照搬其他文化遗
产的市场经验。洛阳石窟“入遗”前
每年门票收入1000万元，入遗后第
二年即达到2700万元，而京杭大运
河流经的城市则很难看到门票经济
的飙升，“圈地卖票”这种常规手段
在无遮无拦的大运河沿线也没有太
多用武之地。抛开大运河不谈，即使

一些售票的文化遗产在“入遗”后也
没有迎来预期的游客如潮，比如安
阳殷墟。所以，大运河沿线城市要想
从“入遗”中淘出真金白银，不能只
想着门票、船票，更应该通过历史悠
久的大运河提升城市形象，吸引外
地人流物流和资金流，让各个行业
得到“活水”。

此外，为大运河申遗的目的也
不是单纯为了那张“文化遗产”的名
片。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
的人工水道，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
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
作用，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哺
育两岸居民的大运河渐显苍老。为
大运河申遗的目的首先应该是保

护，即便很多河段以商业的眼光看
并无开发价值，我们也应当努力反
哺于它。对我们来说，大运河不只是
流淌财富的“黄金水道”，还是传承
文化的“精神血脉”。只要大运河生
机勃勃，沿线区域的文化之根就能
得到持续的滋养，当地的文化生态
就能得到良性发展。

八年申遗，一朝圆梦，喜悦过后
应该深思的是如何重振大运河之
魂，带动沿线区域的全面发展。今
天，生态文明已经成为衡量社会发
展的一个新维度，我们也应当从新
的视角和新的高度看待大运河“入
遗”，为子孙后代守护好“记得住的
乡愁”，避免竭泽而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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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大运河“入遗”不只关系旅游

它是一条情感纽带

葛一语中的

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多民族统
一的国家，大运河的作用不可替代。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刘庆柱评价大运河是世界文明史上
独一无二的遗产。

幸运的是大运河和丝绸之路还
都健在，遗憾的是有很多遗产已经
不在了，其中很多是被我们亲手葬
送的。

——— 网友林铁看大运河“入
遗”，希望我们也能给后人留下更多
遗产。

申遗拯救了大运河。
——— 长期关注大运河的媒体记

者申晓飞说。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马云云

“徒步大运河”大概是这个初
夏我得到的最好的礼物。直到站
在通州燃灯塔下，我才意识到，
自己即将开启一段不寻常的旅
行——— 这个曾经藏在教科书的
庞然大物，正在等待我们靠近。

走近它才看到，历史变得立体
起来，它写在老船工爬满皱纹的额
头，刻在斑驳的老船闸上。它又
是鲜活的存在，当满载货物的货
轮穿梭在杭州市内的运河水面，
历史仿佛就这样静静地在运河水
中流淌。

不论是在断流的黄河以北，还

是在航运畅通的江南，沿线每座城
市都把这条母亲河当成老祖宗留
下的宝贝，珍惜它、爱护它。

我们走进数个博物馆，有的以
运河为主题，有的城市博物馆单列
出运河展区，不论是传统的展示方
式，还是全新的3D体验，都在向人
们讲述，运河从这里走过，并在这
里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故事。这些故
事被沿岸人们传诵、被写进文学作
品，因而得以永恒。

在京津冀鲁，感受北方人的
豪爽，过淮河、进南方，语言渐渐
变得难懂，但听说我们的队伍是沿
着运河来的，马上没了隔膜——— 懂
运河的人，骨子里对运河城市都有

感情。
离开通州18天后，当我站在杭

州拱宸桥边，不禁感慨，千百年
来，往来船只就这样浩浩荡荡地
从这里奔赴京城，运河见证了多
少次朝代更迭，依然宠辱不惊。这
条大河奔流到今天 已 经 有 些 疲
惫，应该得到我们更多的呵护。
这也是运河两岸居民甚至更多
中 国 人 的 心 声 。大 运 河 申 遗 成
功，考察队队员、广东省文化旅游
学会会长、“当代徐霞客”李存修老
爷子发来短信：“让我们互相祝
贺！”确实，大运河“入遗”是我们共
同的喜讯。

(作者为本报时政新闻中心记者)

葛记者手记

对我们来说，大运河不只是流淌财富的“黄金水道”，还是传承文化的“精神血脉”。我们应为子孙后代
守护好“记得住的乡愁”，避免竭泽而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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