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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发起徒步大运河考察报道活动

穿穿越越古古今今，，共共享享运运河河盛盛宴宴
本报北京5月1 5日讯 (特派

记者 乔显佳 马云云 ) 15日
下午，由本报联合京杭大运河沿
线6家省级主流媒体与阿里公益
天天正能量共同发起的“徒步大
运河 穿越古今 接续文明”考
察报道活动，在大运河最北端的
北京通州燃灯塔下启动。根据计
划，今后17天，由媒体记者和大
运河研究专家组成的考察报道
队将陆续向读者展示大运河今

昔风采。
近年来，多位全国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呼吁重新贯通京杭
大运河，但又面临诸多棘手的难
题；相伴这条千年大运河，沿岸
居民在长期的共生发展中，形成
生动鲜活的生态关系。这些，我
们都将通过考察报道，一一呈现
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委
会副秘书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齐欣说，
京杭大运河是人与大自然共同
创造的智慧结晶，千百年来从未
间断，这在人类历史上非常了不
得。大运河的突出价值表现在两
点：真实性和完整性。经过沿线
省市多年的保护、利用，如今的
大运河“盛宴已经备好，食客正
在赶来”。

本报作为此次考察报道活
动的发起组织媒体，派出了包括

文字、摄影、视频、微博记者及美
编在内的强大报道力量，将对大
运河进行持续深入的报道。

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
院作为国家旅游局《京杭运河旅
游线路总体规划》担纲设计单
位，此前曾组织专家对大运河进
行深入的研究，为本次考察活动
提供了线路设计支持。山东中青
旅和专业户外服装巴塔哥尼亚
为本次活动提供全程保障。

本报特派记者 乔显佳 马云云
发自北京

此次徒步大运河考察报道队
中，有多位长期研究大运河的专
家，有的已是第四次行走大运河。

今年73岁的李存修曾任四川
省旅游局副局长，现任广东省文
化旅游协会会长，是国内知名的

“当代徐霞客”。2010年至2011年
间，他曾三次考察大运河。李存修
说，其中一次，他乘船走水路，从
济宁郭庄港出发，一路与船员共
同生活，半个月后漂到江浙沪搭
界的平旺港。另外两次皆是徒步，
2011年2月他考察大运河时，从杭
州出发，途经淮安时沿隋唐运河
故道向西、向北，经河南、安徽、河
北三省，于当年10月8日才抵达河
北涿县。

谈及刚刚启程的第4次徒步
大运河，李存修说，还是激动和向
往。“以前我考察汶上南旺段大运
河时，留下的印象是破败、杂乱，
到处是垃圾。后来济宁市文物局
局长孙美荣告诉我，南旺已经发
生了巨大变化。我特别想再去看
看。”

和李存修一样，运河研究专
家李德楠教授也曾多次考察京杭
大运河。李德楠说，他感触最深的
是，近十几年来人们对运河的态
度正发生变化。据介绍，李德楠于
2008年到聊城大学参与成立运河
研究中心，2013年成立运河研究
院，如今，聊大已成为山东乃至全
国研究大运河的学术高地。

参加此次活动的济南社科院
副书记、副院长张华松作为齐长
城专家、古代水利研究专家，更关
注大运河水利史研究。他说，隋朝
开凿大运河，在原有的自然河道
基础上，挖出一条大运河，大大改
变了中国古代南北格局，对国家
的政治统一、封建王朝的巩固及
经济文化发展意义重大。

“从大运河价值上来说，
山东段最好看。”齐欣说，大
运河的价值绝不仅仅是风
景，比如沿运河从北向南一
进山东四女寺，从空中看非
常美，曲曲弯弯，这样设计是
为了减少落差，“三弯顶一
闸，这就是智慧，不了解的话
就以为是普通的河。”

齐欣说，要换个视角看
大运河，尤其是看山东段。沿
大运河走到聊城，京剧非常
发达，运河传播了宗教、文
化。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留下
的，它不只是中华民族的东
西。“我们正在成长，不要等
到我们想保护的时候啥都没
了。”

京杭大运河对中国的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进
程起到了重大影响。漕船南
下北上，为昔日的帝都送去
钱粮盐税等重要战略物资，
一大批城市因河而兴，中华
文化沿着京杭大运河传播、
发展。

千里大运河承载着华
夏民族的光荣和记忆。尤其
是进入最近十年，各地运河
流域保护和开发加大力度，
亟须我们走近运河，展示她
不为人知的风采。

为此，本报联合京杭大
运河沿线6家省级主流平面
媒体，发起了“徒步大运河

穿越古今 接续文明”考
察报道活动，于5月15日从
大运河北端——— 北京通州
启程，途经运河沿线18座主
要城市，为您揭开这条千年
古河的神秘面纱。

“当代徐霞客”

第四次走运河

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委会副秘书长齐欣：

大大运运河河开开发发
别别搞搞成成另另一一个个丽丽江江

“大运河文化遗产不应被旅游、名声所包围，成为被利益驱使的遗产。”15日，中国文
物学会大运河专委会副秘书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齐欣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京杭大运河的价值认定、保护开发，不能再走丽江古城的老路。

本报特派记者 乔显佳 马云云 发自北京

京杭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
曾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到近现
代，受黄河改道、津浦铁路通车
等因素影响，大运河成为区段
性、区域性的交通通道。目前只
有山东济宁以南800公里具备连
续完整的水利通航功能。

到了21世纪，大运河开始焕
发出新的生命。齐欣表示，“人们

开始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琢磨它。”
在全国两会上，不断有代表委员
提出建议，著名城市规划建筑专
家郑孝燮、文物古建筑专家罗哲
文及著名铜雕塑家朱炳仁就曾联
名致信京杭大运河沿线18位市
长，建议加大对大运河文化遗产
的保护。

齐欣认为，大运河正在从价

值认知阶段向全社会传承文化遗
产的阶段过渡。接下来要怎样保
护和开发？齐欣说，我们对文化遗
产的认知每10年就提高一个层
次，现在看，丽江古城的文化遗产
韵味就有所褪色，这是个遗憾。大
运河文化遗产不应被旅游、名声
所包围，成为被利益驱使的遗产，
而要让文化真正传承下去。

大运河正迎来生命新阶段

山东段最好看，价值不只是风景

■编者按

在此次“徒步大运河”考
察报道活动期间，本报将通
过报纸、网站、微博等全媒体
形式进行立体播报。

如果您生活在大运河
畔，如果您知道我们不知道
的运河人、运河事，请@齐鲁
晚报官方微博，也可登录齐
鲁晚报官方网站相关专题，
第一时间告知我们，与我们
互动。 (林振)

运河的故事

请@齐鲁晚报

15日，在通州燃灯塔下，运河研究专家齐欣向考察队成员介绍他眼中的运河。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大家心中对大运河都
很有感情，唯独不知道怎么
走”，因为可以开车的地方离
大运河有一段距离，只能一
个点一个点停下看，得到的
感受不系统。

齐欣是“大运河遗产小
道”的提出者之一，他设想，
可以在京杭大运河河段上，
设计开辟很多的“遗产小

道”，改变以往人们走点的现
状，把北起北京、南至浙江的

“大运河遗产小道”串联起
来，让人们在上面步行和骑
行，实现整个大运河的串通。

据了解，在距京杭大运
河起点北京通州燃灯塔六七
公里外的大运河森林公园，
目前已建起一条“大运河遗
产小道”。

亲近大运河可建“遗产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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