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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让狄仁杰又
火了一把。这几年，凭借几部收视率超高的电视剧
和电影，狄仁杰的知名度迅速攀升。不过正如一百
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不同观众心中也有
不同的狄仁杰，有人认为他是政治家，大唐（武周）
名相；有人认为他是神探，破案无数，甚至还有人
认为他文采出众，武功超群。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狄仁杰，字怀英，山西太原人，出生于唐朝贞
观四年，狄仁杰自幼待人接物就比一般人沉着冷
静，成人之后，应明经考试，从此步入仕途。

最开始，狄仁杰任汴州判佐，汴州也就是现在
的开封，判佐是判官的助手，主要是辅助判官处理
地方事务。在任上，狄仁杰可谓刚正不阿，不徇私
情。在得到百姓赞赏的同时，也被一些心术不正的
官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因为遭到诬告，狄仁杰的
官位一度岌岌可危。幸好河南道黜陟使阎立本比
较欣赏狄仁杰的才能，称他为“海曲明珠，东南遗
宝”，经过他的推荐，狄仁杰不仅没有免官，反而升
任并州都督府法曹。

并州，就是现在的太原，也是狄仁杰的老家。
在并州，狄仁杰主要从事司法刑狱方面的事情。

很可能狄仁杰在法曹职务上充分显示了才
干，不久，他被调到朝廷担任大理寺寺丞。如果拿
现在的官职对应的话，就是最高法的院长，到任之
后，他受命清理大理寺积存的案件，一年之中，判
决了一万七千人，而且没有一个人事后喊冤的。

在这期间，他办理的最著名的案件，是武卫大
将军权善才误砍昭陵柏树案。

案子的经过很简单。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
权善才在墓区之内砍伐了一棵柏树，被人揭发后，
唐高宗命狄仁杰处置。经过调查和研判，狄仁杰向
唐高宗汇报说，按照法律规定，权善才是犯了“盗
园陵草木”罪，普通人应该判徒刑两年半，权善才
作为大将军，应该给予免职处分。

唐高宗一听，勃然大怒，当场就要下令处死权
善才。狄仁杰再次上奏，说权善才罪不当死，并言：

“今以一株柏杀将军，后代谓陛下为何如矣？臣不
敢奉诏者，恐陷陛下于不道。”迫使唐高宗按照国
家法律对权善才进行处置。

在历史上，狄仁杰绝对是一个好法官。
武则天称帝在位时，曾任用酷吏、制造冤狱，

残杀大臣。其中最有名者，当数来俊臣。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来俊臣把目光投

向了狄仁杰。经过精心的策划，来俊臣派人诬告狄
仁杰等六位大臣谋反，把狄仁杰抓起来严加审讯。
狄仁杰见审讯室里摆满了刑具，知道如果不认罪
的话，肯定要被活活打死，他长叹一声：“大周革
命，万物维新，唐朝旧臣，甘心就戮。”按照当时的
法律，如果在第一次审讯当中承认了罪行，属于自
首，罪减一等，也不用受酷刑之苦。

趁着这个空子，狄仁杰买通了狱卒，弄来了笔
墨，将自己的冤情详详细细地写在家人送的被子
里。又设法将被子送出，上交给了武则天。武则天
本来就欣赏狄仁杰的才能，本不信他会谋反，收到

“自白书”之后，决定亲审此案。狄仁杰的冤情这才
得到昭雪。

不久，狄仁杰重新担任武周的丞相。此时武
则天正面对立储的问题，她心目中的人选有两
个，一个是她的亲儿子李显，另一个是她的亲侄
子武三思。

在这个问题上，狄仁杰力主立李显，他对武则
天说：“姑侄与母子哪个关系更亲近？陛下立儿子
为太子，千秋万岁后可以配享太庙。若立侄子，从
没听说姑姑配享宗庙的！”

武则天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随后下令立李
显为太子，在狄仁杰的努力下，唐朝成功“续命”。

如今的狄仁杰，一般都是以“侦探”的形象出场
的。不过，在正史上，狄仁杰并没有太多的亲自探案
记录，大部分情况下，他是以法官的面目登场。

狄仁杰之所以能够成为“东方的福尔摩斯”，
基本上是小说家的功劳。

狄仁杰的“侦探”形象，最早是出现在艳情小
说《浓情快史》中，但当时还只是一个面目模糊的
判官形象。直到公案小说兴起后，狄仁杰的断案形
象才逐渐丰满起来。

这里不得不提一本书，清朝光绪年间成书的
《狄公案》。这是一部以狄仁杰断案为主要内容的
章回体小说，全书一共六十四回，先写狄仁杰在昌
平县令任上所侦办的三个民间案件，接着写狄仁
杰升任京都巡抚后，审理薛怀义等人欺男霸女的
案件，最后写他与奸侯权贵的斗争。

在书中，狄仁杰是一个善于观察、心细如发，
能够根据犯罪特点采取破案措施的侦探。例如书
中讲述一起盗丝贼的案件，狄仁杰就用了一招引
蛇出洞，放出高价求购蚕丝的风声，引凶手出售赃
物，最终人赃并获。

狄仁杰的故事还流传到全球。荷兰人高罗佩
先是将《武则天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后又接连撰
写狄仁杰破案故事，汇编为130万字的鸿篇巨
制——— 英文《狄公案》。英文《狄公案》在西方流行已
久，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甚至包括芬兰语、克罗地亚
语等小语种，并且多次被拍成电影。“Judge Dee”由
此成为西方人熟悉的中国“福尔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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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基金会主办的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创
新创意设计大赛启动，大运河沿线的博物
馆、文保单位、文创机构、高校纷纷打造自己
的创意产品。

有故宫博物院的成功经验，近年来，文
博领域的文创产业正井喷式发展。但是，如
此高规格、大规模的文创大赛，在大运河身
上还是头一遭。

就在大赛启动前的半个月，第42届世界
遗产大会在巴林举行，贵州梵净山申遗成
功。在这次大会报告中，世界遗产委员会给
予中国大运河保护管理工作高度评价。

众所周知，世界遗产是块“金字招牌”，
在保护与开发中往往存在许多矛盾，此前
中国张家界、丽江古城、三江并流等项目就
被大会点名批评过。世界遗产委员会专门
在决议中就优秀案例进行赞赏的情况极少
发生，这次为大运河点赞着实罕见。

专家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国在大运河
保护管理方面确实不易。

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
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
国大运河是世界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
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遗产内容包括
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及浙东运河沿线8
个省市27个城市的58个遗产点，河道总长
1011公里。作为文化遗产，目前大运河仍在
正常使用，流域面积30万平方公里，覆盖上
亿人口。

大运河是一条文化项链，沿线的每个
遗产点都是项链上的珍珠，任何一处污点
的存在，均会使整条项链蒙羞，大运河保护
管理的难点正在于此。
世界遗产委员会指出，为了保护好这

项世界遗产，中国建立起相应的组织架构
并加以实施，制定了相关指示和规范。同
时，中国建立的大运河遗产监测体系，通
过对数据进行持续不断的收集、集中化管
理、分析和评估，为决策的制定奠定了数
据基础。

大运河纵贯8个省市，不同区域的河段
面貌差异很大，各地在保护、管理、开发方面
的做法也各有千秋。

大运河山东
段全长643公里，
由北至南依次经
过德州、聊城、泰
安、济宁和枣庄5
市。山东遗产点段
包括南运河德州
段、会通河临清
段、会通河阳谷
段、会通河南旺枢
纽段、小汶河、会
通河微山段、中河
台儿庄段等8段运
河15处遗产点，遗
产点超过了全线
的四分之一。山东
段涉及文物保护、
航运、水利工程与

管理、地方发展项目以及与沿线群众生产
生活的关系等问题，成为申遗期间工程量
最大、环境治理工作最严峻的河段。

合理利用是对大运河最好的保护，为
了串起散落的文化遗存，2014年申遗成功
后，山东便提出打造“大运河历史文化长
廊”，通过遗址公园、博物馆展陈、运河小道、
展示平台等各种方式手段，有效提升和展
示大运河遗产的历史、科学、文化价值。

如今，位于济宁市汶上县的南旺枢纽
考古遗址公园3D影视展厅内，现代声、光、
电技术复原千年前场景——— 从济宁到临清
的古运河河道上，过往船只像爬楼一般，沿

着31道大小闸门向上缓慢攀爬，最终翻过水
脊，汇入海河。

南旺分水枢纽是大运河全线科技含量
最高的“心脏工程”，代表了17世纪世界工业
革命前土木工程技术的最高成就，清朝末
年荒废。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山东在保护基
础上，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展示，将其打造成
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临清钞关、鳌头矶、光岳楼、山陕会
馆……像南旺枢纽这样的历史遗存，目前
在大运河山东段沿线并不鲜见。在“大运河
历史文化长廊”规划指导下，山东已经打造
出像汶上南旺分水枢纽考古遗址公园、台
儿庄古城、德州南运河段等一批亮点工程。

靓丽的成绩单背后，大运河山东段仍
有不少问题。大运河曾经是一条纵贯南北
的黄金水道，但由于黄河改道，造成山东境
内河道淤积，如今只有济宁以南到杭州可
以通航，济宁以北至京津河道自上世纪70年
代开始已经完全断航。

一波清流南去，千帆道尽繁华。黄河改
道、大运河断航，改变了沿线德州、聊城等城
市的命运，悠悠运河文化渐渐成为民众的
回忆。受此影响，运河的经济、交通功能退
化，与新的城市中心距离越来越远，长效管
理需要大量人力财力，进一步增加了保护
与开发的难度。

以汶上南旺分水枢纽考古遗址公园为
例，它不仅远离城市，而且远离县城，交通不
便，虽然硬件条件已经建得不错，但其知名
度、客流量跟江苏、浙江等省的运河文化遗
址公园相比，有着较大差距。像台儿庄古城
这样的明星景点，在大运河山东段几乎是
一枝独秀。

与大运河相关的文化创意，山东更是
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山东侧重于对运河沿
线特色文化的发掘，而京津冀地区已经强
调运河文化产业的发展，江浙地区更是把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当成了重点。

扬州是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邵伯镇
主打运河风情小镇，形成“一带、两心、四区、
多点”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无锡依托清名
桥历史文化街区，打造创意工作区、文化展
示区、艺术活动区、新型生活区以及工业旅
游区，构建了古运河文化创意产业带；淮安
依托世界运河文化交流中心和淮安漕运文
化博览中心，实现了旅游、休闲度假、历史、
商业的深度融合。

对此，中国大运河智库联盟理事长、北
京物资学院大运河研究院院长王佳宁认
为，未来文化与科技、信息、旅游、体育、金融
等产业的“1+5”融合，将全面变革大运河文
化带形态，文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将成
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依托和抓手。

事实上，大运河是一座文化创意的富
矿。放眼全国，大运河沿线分布着400多家各
级各类博物馆与众多文保单位，各类文物
遗存600余处，山东占了很大比例。目前，大
家都盼着开掘这座富矿，找到一条促进文
化遗产“活”起来的文创发展之路。

一次创意设计培训、十场专题讲座、百
家博物馆参与、千名设计师团队、万件数字
化文物精品……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创
新创意设计大赛如催化剂，调动起了沿线
文博单位的积极性。

针对大运河沿线中小博物馆居多，且
藏品少、客流量少、文保单位资源相对单一
等实际，大赛专门制定了向中小博物馆倾
斜的政策，如与中小博物馆有关的文创作
品不得少于30%，支持地域相近、资源相似的
博物馆和文保单位联合参赛等。

眼界决定境界，对大运河山东段的博
物馆和文保单位来说，参赛过程本身就是
一种提高认知水平、唤醒主人翁意识的“灵
魂之旅”，这正是玩转文化创意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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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旺水龙王庙古建筑遗址基座

河道古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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