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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3 5年生于青
岛，北京人，满族，中
国著名文学家舒庆春
(老舍)之子。

1978年开始从事老
舍研究工作。散文集

《老舍的爱好和关坎》
获满族文学奖；散文

《老舍和朋友们》获第
三届十月优秀散文奖。

1985年至2002年，
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
馆长，树立起一座中国
现代文学的丰碑。

在担任北京市政
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
员期间，舒乙曾提出
多个提案，关注文物
保护。在政协委员和
国家文物局组成的保
护大运河和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的顾问组
中，共参加4次调研，
亲自撰写文史资料，
写就《京杭大运河，残
缺的辉煌》、《隋唐大
运河，地下的辉煌》、

《江南运河，水乡的辉
煌》三篇考察实录。

著名作家、老舍之子舒乙接受本报专访

复复原原运运河河不不是是搞搞假假古古董董
最近10年，已79岁高龄的

老舍之子、著名作家舒乙曾四
次走访京杭大运河，对大运河
的现状、发展与保护都有自己
独到的见解。

6月1日，在本报徒步大运
河报道考察活动行将结束之
际，舒乙接受了本报专访。他认
为，保护大运河，应在十八大提
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保
护大运河的人文景观，而不是
搞假古董。

人物简介

舒乙

本报特派记者 张榕博 发自北京

记者：您在最近10年间曾四
次探访大运河，它给您留下了怎
样的印象？

舒乙：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
大运河的内涵，名字是中国大运
河，内涵有三个，第一个是隋唐大
运河，第二个是京杭大运河，第三
个是浙东和浙北的水乡运河网。

大运河首先将中国的五大水
系连通，非常了不起。第二，它跨越
了六个省市，曾发展了扬州、临清这
样的明珠城市。第三，它是物质文

明、非物质文明、自然文明三者相结
合的东西，现在叫人文景观，大运河
是中国人文景观中最杰出的代表。
第四，运河是“活的”，现在还不断地
发挥作用。

不过，令人感慨的是，济宁以
北的河段都是干涸的。

记者：谈到运河，似乎还不足以
让大家产生像长城那样的自豪感。

舒乙：其实，大运河有五个“世
界第一”。第一个是世界最悠久，最
早在吴王夫差时期，起码有2500年

历史，京杭大运河也起码有700年
了，而苏伊士运河只有150年，巴拿
马运河才100年。第二个是世界最
长，隋唐大运河2700公里，京杭大运
河1794公里，后者是巴拿马的20倍、
苏伊士运河的10倍。第三文物量最
多，包括可移动的、不可移动的和
非物质文化的。第四是功能上变化
最多，其他运河只起到沟通和运输
功能，而我们的运河还让沿线的小
城镇发展起来了。第五个就是科技
含量最高，特别是山东段。

记者：的确，在山东段我们发
现了不少古人创造性治水的结
晶。

舒乙：所以说大运河有很多了
不起的地方，不要把大运河简单看
成一个水道。我们还要把运河看成
中国统一的一个里程碑。中国的河
流都是由西向东流，南北交流少，
自从出现了南北走向的大运河，促
进了北方游牧文化和南方农耕文
化的交流与融合，它为祖国统一做
出的贡献很绝妙。

记者：换句话说，大运河的功
能和意义早已超越了水运本身？

舒乙：不仅如此啊，运河的功
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是
世界上其他知名运河不容易做到
的。起初运河是漕运的，后来漕运
没有了，变成了一个运输建筑材
料和能源的通道，现在还有了旅
游、水利的功能。它的价值就在于
它的功能随着历史的进展发生了
巨大变化，是动态的。

记者：您在很多场合将大运
河与长城相比较，运河对于中华
民族也有着长城一般的象征意义
吗？

舒乙：中国手头里有两样宝

贝，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大运河。这
两个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象
征着中华民族的脊梁，大运河象征
着中华民族的血脉。脊梁代表坚
强、打不垮；血脉代表活力、凝聚
力、创造力。这两个象征了不得，一
个是坚强，一个是团结。

记者：但相较于长城，当代人
对大运河的了解还是少一些。

舒乙：所以说，你们这一次去
徒步探访大运河、体验大运河，是
很有必要的。我觉得可以提出这
样的口号，就是关爱运河、保护运
河、宣传运河、体验运河。

记者：您曾经谈到过一个
词，叫“运河的存活”，干涸的运
河还是活的吗？

舒乙：从保护的角度讲，我倒
不赞成把所有的地方都恢复成有
水的。为什么呢？北方的水源有限。

但不通水不意味着彻底废
弃，而是要保护起来。以前，我们
对运河的保护不够，很多地段成
了垃圾场，甚至是臭水沟。还有
些地方，文物都被破坏了。相反，
如果有非常好的河床、青青的草
地，各种水利设施得以恢复，古

迹得到完整保护，即使是没水也
没有关系。但如果我们不重视运
河的保护，甚至虐待它、破坏它，
这就坏了。山东段和河北段要特
别注意。

记者：对这种保护，普通的
沿河百姓很难去拿捏。

舒乙：没错。有些事情必须
是政府和老百姓一起去做。对于
干涸的那一段，第一件事就是防
治污染，比如那些沿岸的造纸厂
和工厂。这不仅仅是保护运河，
也是保护运河沿岸的人。

记者：但这对地方政府而
言，是个艰难的选择。

舒乙：政府一定要下这个决
心，敢于“断指”，保护环境。这不是
地方政府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的
指导思路，污染威胁到空气、水和
人们的身体健康，要坚决叫停。

记者：通过发展来保护运
河，这样的思路可以吗？

舒乙：保护运河要坚决地提出
一个标准，就是保护第一、利用第
二。现在有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
是保护和利用并重，这个不行。

大运河有五个“世界第一”

长城和运河，一个是脊梁一个是血脉

不通航不要紧，但不要虐待它
记者：在运河山东段，一些地

方的老百姓依然依靠捕鱼、养殖、
运沙生活。这与保护环境发生了
冲突，该如何解决？

舒乙：保护环境应该成为沿岸
居民新的生产生活的着力点。沿岸
人民要换新的脑筋，把种树、保护
运河生态当作一种职业去干。

记者：曾有专家担心，照现在
的形势发展，运河有可能成为濒
危文化遗产。

舒乙：是的。因此迫切需要沿
河的政府和百姓转变思路，以生态
文明的眼光保护和利用运河资源。

保护好运河生态

也可创造效益

搞旅游的关键

是有没有真东西

记者：有这样一个发展思
路，就是沿岸做古城开发搞旅
游，您觉得这种办法合适吗？

舒乙：比如像南旺段水利枢
纽，还是要重点展示水利本身的
原貌，比如河床有多宽、堤岸是
怎么回事、分水口怎样发挥作
用，原装地复原它。联合国的标
准我们一定要明确，就是完整性
和原真性。如果你有一块宝地，
你就可以这样来保护它，恢复它
的原貌，而不是做一些假古董。

记者：许多城市希望通过通
水来恢复运河并开发经济，这样
做是保护运河吗？

舒乙：我觉得没有必要，运河
的功能已经不存在了。如果只是为
了旅游，你要把原貌都破坏了。

记者：那运河还有没有商业
价值？

舒乙：如果当地保护了大量文
物，河床保护得特别好，照样会是
一个非常热的景点。这是世界上绝
无仅有的东西，中国老百姓慢慢有
了这样的旅游意识后，会去看的。
关键是你有没有真东西。

1日，舒乙先生为本报组织的
徒步大运河考察活动欣然题词“关
爱运河、保护运河、宣传运河、体验
运河”。本报特派记者 张榕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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