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醒

“黄河以北已经断航的
河道，可以依托运河两岸的
古城古镇古塔古寺等遗址、
景观来开发旅游观光。”济
南社科院副院长、山东省历
史学会副会长张华松特别
举例说，比如临清还保留老
城的城市机理，可以大有作
为，再如临清和张秋古镇之
间的若干运河小镇，运河文

化底蕴十分深厚，可以规划
为很好的旅游观光带。

广东省文化旅游协会
会长、原四川省旅游局常务
副局长李存修说，大运河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
大作用，这种作用是不可比
拟的。最重要的是，与其他
遗产多是历史展示不同，大
运河这个文物是“活的”。

山东省旅游专家委员
会委员、山东大学旅游系教
授王晨光也预感到，大运河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开
发这一新概念即将升温，以
前游客在运河边感受到的
是不同的点，以后可能会以
运河的名义进行包装。但运
河沿线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旅游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有许多新命题值得思考，
“申遗带来的不应光是喜
悦，可能会有新的困惑。”

王晨光回忆，此次随考
察团在运河古镇南浔时，发
现原来不需要收门票的大
街也被圈起来收门票，做起
了门票经济，“申遗结果是
好的，但要有更正确的认
识。”

运河之惑 古镇被圈做起门票经济

“活着”的大运河，保护与开发的边界需拿捏

大大运运河河非非唐唐僧僧肉肉
不不能能谁谁都都来来咬咬一一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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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文化学者韦明铧
认为，京杭大运河以前、今
后都是“母亲河”，是“真正
流淌着的文物”。

但作为仍在使用中的
通道，大运河的保护和利用
与其他遗产不同。“它不完
全是历史遗迹，大部分区段
在发挥原有功能。”张华松
说，即便是断航的区段，仍

有防汛、排涝功能，所以不
可能把运河作为一般的历
史遗迹来保护。

他认为，要辨证地处理
保护与利用的关系。运河要
使用就不可能原封不动，河
道拓宽、疏浚、堤岸加固、闸
坝更新、功能提升、行船更
新换代等都是正常的，如果
一味地保护而不顾使用，这

种保护可能会流于形式。保
护也应该有重点，要保护那
些有历史文物价值的重要
区段、遗址、文化遗存。

运河研究学者李德楠
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对运
河河道拓宽等是必要的，需
要注意的是，重要节点应尽
量避免破坏，应保留原貌。

“民众需要的是流动的

运河，时代需要保护的是活
着的遗产。今后很长一段时
间里，大运河仍然是国家重
要的战略大通道，运河的最
大最核心价值在于功能性
实用，保护运河的水利、航
运等实用功能就是保护运
河的真实性、完整性、延续
性。”《山东运河航运史》编
辑部副主任焦振炜说。

运河之活 流淌的文物不能原封不动

有专家担心，申遗成
功，可能将把运河推向另
一 对 矛 盾 — —— 保护与开
发、保护与生产。与其他
遗产不同，大运河是活态
遗产，如何保护与利用好
它，处理好这两者间的关
系 ，是 一 个 世 界 性 的 课
题，也是沿线省市面临的

共同命题。
韦明铧认为，对于大运

河遗产，人们始终要存有一
分敬畏之心，不能擅自改变
它。

有专家指出，调和保
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时，
首要原则就是要尊重历史
和自然，以合理的方式让

文化遗产延续。这也在中
国大运河申遗的过程中始
终贯穿着。

据新华社报道，杭州方
面也表示，将继续坚持运河
遗产保护与延续运河功能、
历史文化相结合，助力遗产
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引导并
推动城市文化品位提升、沿

岸民众的生活环境和品质
改善。坚持运河综保“三大
目标”不改变，即“还河于
民”目标不改变、“打造世界
级旅游产品”目标不改变、
保护运河的目标不改变；坚
持博物馆不收费、坚持文物
不破坏、坚持公共资源不占
用。

运河之固 博物馆不收费文物不破坏

记者了解到，作为我国
一条纵横南北六省市的线
形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的
日常管理不仅存在各自为
政的情况，而且各部门之间
也是“九龙治水”，文保、旅
游、水利、林业、航运、国土、
城管等部门都在管。

在此情形下，大运河申
遗成功后，难免出现各地、

各行业争打大运河品牌的
情形。对此，王晨光提醒，各
地、各部门不能将大运河当
成“唐僧肉”任意索取，若每
人都想吃一口，却不知维护
大运河品牌，就与我国申报
世界遗产的初衷背道而驰
了。

王晨光认为，大运河是
时空跨度大的线形遗产，且

沿线人口稠密、点多面广，
各地、各部门的利益纠葛比
较突出，这也使得京杭大运
河的日常管理面临很大难
题。与行政管理手段相对应
的，应是充分依靠市场机
制，发动社会各界力量投入
到大运河的保护和开发中
去。此前，国家旅游局通过
海内外公开招标的形式，最

终选择山东省旅游规划设
计研究院担纲设计京杭大
运河的总体规划，就是这种
思路的一个体现。

王晨光认为，政府可以
通过管理引导社会组织、行
业组织等，在运河相关省市
形成一种利益共识，逐步让
大运河的保护和开发更加
科学。

运河之难 日常管理“九龙治水”

阳谷县志记载，1411年(明永乐九年)，明
政府命工部尚书宋礼开复会通河。宋礼采纳
汶上白英建议，在县境内河道上共建闸门六
座，即荆门、阿城、七级上下闸。

阿城上闸位于阿城镇西街齐南公路南
100米运河之上，是阳谷县境内六座闸之一。
该闸现存闸函长8米，宽7米，雁翅长10米，青
石垒砌而成，闸板、闸面早已无存。

阿城下闸始建于1411年(明永乐九年)，闸
函长10米，宽7米，雁翅长30米，闸槽宽15厘
米，处于古运河与新开运河的交汇处，因地
制闸，定时起闭，节制水流，是阳谷县境内六
座闸之一。由于河道废弃，部分函洞两旁石
头被村民拉走。雁翅部分损坏，闸板早已无
存，闸面是后人用木料搭建，现在已经重新
规划建设。

临清运河钞关(收取关税之所)在山东鳌
头矶南300米处大运河西岸。始建于1429年

（明宣德四年)，延存至今已有580余年的历
史。现存有钞关仪门，南、北穿厅，公堂、巡拦
房、船料房、官属舍房等80余间古建筑，院内
存有明代和清代碑刻。在运河漕运史上占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
存，并且是全国唯一的一处钞关旧址。2001年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书友们在杭州富义仓讲述晒书的故事。清末时期修建的用于储存货物的“富义仓”是运河杭州段主干道沿线唯一一个
保存基本完好的仓库码头。 新华社发

临清运河钞关

阿城下闸

阿城上闸大运河这条千百年来默默为中国经济、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水运长廊，有了世界性的头衔。21日晚，
得知这一结果，本报日前发起的“徒步大运河”活动中随行的专家们非常欣喜，同时也为大运河今后发展提出
各种真知灼见。专家们提醒，与静态遗产不同，大运河目前仍在使用当中，如何辨证地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
系，值得思考。也有专家提出，不要将运河文化简单化、商品化，也不要随意“打造”运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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