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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隋大业六年 (610 年) ，江南iJE河凿洒。由此，杭州、|成为长达 2700 多公里大运河的南端。 大运河航道的完善，便利了

杭州的交酒，繁荣了杭州的经济，滋养了|恼河而居的世代杭州|百姓，孕育了具有运河特质的杭州|城市文化，最终成就了这

座 " tll:界最美丽华置之城\

杭州、I rll从 2002 年起就启动了运河综合保护工程 逐步形成了 以运河自然结观为中轴线 以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遗址保

护区和历史文化名镇为核心区，以沿河历史建筑等遗存为节点的运:FlJ文化长廊。《运河影像志》 正是杭州市文化创忘产业

办公室和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支持的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资金扶持项目 旨在以多视角、多侧面的纪实彤像文

献和视觉形象传播垣河文化 í~~显运河所承载的历史与人文精神，积极回应对运河历史和现实的反思。

此书的怕挝手1:1刽刊号历时两年。 惭江传媒学院的师生组成精二1二团队，一次次沿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

浙江的运叫两岸行走拍:JM 用相机记录沧桑厚重但依然也机勃发的中国大运河。提供照片的其他朋友用镜头持续关沌运河

变迁 ， 有的己坚持了一=寸年，积累了众多珍贵的图像素材 。 编撰工作紧张有序，从立意和结构框架的确定， 至u 图片的进

j主编排和文字'阿兰扁挡坦问己写，历经深入讨论和反复斟酌。同册多选取个人视点中的运河，力求以个性化、细节化的影像，从人文、

历史、地理三:个维皮来记录大运河的干 ~5印记， 呈现正在悄然发生的点滴变化。 当然，大运河博大精深、姿态、厅千 ， 挂一

刘百万在所难免，敬请71家和读者指正。

<< J主?可影像志》 付梓之际 感剧浙江传媒学院的投期支持、 《青年时报》 丰土的精诚合作、浙江摄影出版社的高度重视

和浙江J;~天印业有限公司 的特别关照。尤其感谢本画册责编郑幼幼女士的全程指导，感谢浙江传媒学院师生团队李华春、

不7战杰 、 李清华、张t!二1:锋、刘浩伟、芦具、王府、平、精国娟、李越、黄坦、 王臭星、 王子诚、 季瑶 、 渠程、张主仪、 反枫、

何忌'r乙、口~ f庇林、张驰、 陈雨禾、马文茹等付出的汗水和努力 感谢蒋胜祥、孙卫国、王13、克、傅拥军 、 金辉、 严新荣等

提供积累多年的运剖精选照片，也要感谢我家人对项目的支持和参与。总之，对此番运河文化记录与传播活动的所有参与者、

见证和矛口无私帮助者，我心存感念。

期待<<;远罚rr)j~像忐》得到更多人的关心和关注。

i!V斗 晓阳

2015 年五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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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可随7飞雪、

2014 年 6 月 22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 38 届世

界遗产大会尘，中国大运河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

河文明，即将开启一段崭新的生命之旅，再度创造和谱写灿

烂辉煌的篇章。

从北京城出发，沿着滔滔不息的运-河水一路向南，巡视

水中往来穿梭的船只，眺望沿岸历史上因河而兴、今天依然

巳机勃发的无数历史文化名城，你是否会为大运河历经千年

沧桑而依旧年轻旺盛的生命力而感慨万千?

中国大运河流贯北京、 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

江苏、浙江 8 省市， 全长 2700 多公里 ， 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

如果从最阜开凿的部沟和鸿沟(分别开凿于公元前 486 年和

公元前 361 年)算起， 至今已有 2400 多年的历史，是人类

的早开凿的人工河。

大运河的开|凿不但是人类工程史上的奇迹，更是人类文

化史上的奇迹。大运河的开凿、维护和使用，对中国的政治、

经济和平事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占据着

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中国大运河是少数几个至今仍在发挥

巨大作用的人类伟大古代工程奇迹之一。跨越数千公里、流

经千年岁月， 逐渐积淀、孕育出了璀牒辉煌而又独具特色的

J.â y可-文千七。

有学者指出，大运河文化是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基

石，并且在漫长的孕育和积淀过程中，接受了流经地域的古

国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影响，最终形成了跨越和融汇吴越文化、

荆楚文化、齐鲁文化、 秦晋文化和燕赵文化等地域文化类型

的灿烂辉煌而又有着 自 身鲜明特色的运河文弛。 l 显然，一

部中国大运河的))j史，不仅是一部酒运史和经济史，更是一

部历代国家政权和文明兴衰的政治史和文化史。纵览华夏版

图可矢口，大运河流经区域，正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 i毒集

中、古代文化遗址故密集的地区。大运河流贯之地，者1)毫无

例外地留下了数最极其丰富的古代历史文化遗迹，中国大运

河也囚此被誉为"古代文化长廊"、"古代科技库"、"名胜博

物馆"、 "民俗陈列室"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大运河申遗成功， 意味着中国大运河作为重要的人类文

化遗产 ，其巨大而无可替代的遗产价值获得了全世界的承认。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最新一版的《行功指南》 中，把"遗存运河和文化线路"的

世界文化遗产类型特点归结为 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 ，

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

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

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选产不断得

到体现。"在这一点上，中国大运河与同期获批的中国 、口合

l 参{j'、单弈翔 《只有保护好申逃之路才能平坦)) ， ((巾囚文化l1i! )) ， 201 4 年 9 月 18 日 ， 正'~lt年 《坦

问民俗的文化也义及其对当代的影响)) ((济宁啊lï专字报)) ， 200 1 年第 5 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一天'

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具有共同特点·它们都为世界

文化的交流和地域文化的孕育、滋养做出了卓越贡献，并且

这种贡献和影响在新历史时期仍将抨续发挥其重要影响力。

对于我们来说，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生活方式

曰渐式微、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曰益凸

显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充分认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巨大价值，

并身体力行地投身到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开发实

践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常来讲，大运河遗产可划分为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

物质层面是运河主化遗产的物质基础和承载者，非物质层面

则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和灵魂 它们之间互为表里而又

榈丘依存。与此同时，大运河流免地域的内然和生态环境，

又构成 f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自然支持系统。因此，中国大埠

河边产的保护、 管理和开发 就是一个融合 自然、 经济、文

化， 三位一体的综合保护措施与多 目标体系。

大运河首先是人类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是一座

宏大鲜活而又令人目不暇接的古代水利工程博物馆，是中国

古代水利工程史的缩影。在历代大运河的开凿、疏梭、治理

和维护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散人类水利工程奇迹，积

累了丰富的水利工程经验。 大运河还是一座全世界绝无仅有

的建筑博物馆。大运河船运和商业的繁荣造就了独具特色的

商帮手口会馆文化。历史上 单单聊城一地就育山陕、 苏州、

江西、武林、赣江等八大会馆;扬州、|也有湖南、江西、湖北、

安徽、岭南、绍兴、 茹兴、山西等会馆十余处。这些商帮会

馆为了方便商人、船员的联谊、娱乐和交往，往往不怕靡费

巨资，修建富丽堂皇、装饰精英的馆舍， 每逢'i~"\"商巨贾聚会，

馆内往往热闹非凡，歌辉、杂耍、戏曲等嫂乐形式应有尽有，

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更彰显了运'ToT经济的高度繁荣。 从桥

梁建筑和设计的角度来看，大运河还是一座藏品丰白'的桥梁

博物馆。数不胜数的桥梁建筑风格各异，建造技术和工艺精

良，历经千年的风霜雨雪至今仍然屹立在大运河之上或两岸

众多历史文化名城的大街小巷。北京的通知|八里桥见证了

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杭州的拱震桥，桥身修长纤巧，

给人飘逸俊秀之感;苏州宝带桥有 53 孔，长达 316.8 米，有

如长虹卧肢， 美不胜收;枫辛弃因唐代大诗人张继的 《枫桥夜

泊 >> --ì寺而名垂千古。 大运河又是一座罕见的古塔陈列室。

这些培的结构和造型各异，有砖结构、石结构、砖木结构的，

还有生铁铸造的;有楼阁式、密檐式、 亭阁式等;还有喇嘛

塔、过街塔等。它们中的许多历经千年至今尚立依旧， 荣轮

美矢，成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的瑰宝。各个历史时期建造

的运河遗迹、遗址和遗物，正是中国大运河文化挝坚实的物

质载体，也正是有了它们，才真正承载起了中国大运河深沉

厚重、 源远流长并且至今仍然光彩夺目、鲜活生动的非物质



文化层面。 河的贯通还加速了内河与海上交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与世

中国大运河文化除了作为基础和承载主体的物质层面 界经济和文化之间交流。在这一层面上，大运河文化是一种

外，非物质层面的文化遗产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它们 典型的商业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正是以大运河

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和灵魂所在。

首先，历代运河管理制度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上，大运河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溜运。据历史记载，

唐宋两代，通过运河输送的槽粮每年就高达 700 万石。明清

两代的东南潜运，一般年份为 400-600 万石。大运河重要

的槽运功能，使得明代政府所设臂，的 20 多个织染局， 半数

以上在运河区域。清代所设的北京、江宁、苏州、杭州等织

造局，全部分布在运河沿线。而明代在运河上所设钞关，

4商税收入就高达每年八九十万两 到了清康熙年间则猛

增到每年一百四五十万两 占全国关税收入总额的 30% 到

50%。消代的六大产盐区，其中有四个分布于运河地区。运

河的畅通成为直接关乎王朝兴衰的大事。因此，唐以后的历

代王朝都把运河的疏梭与治理作为治国要务，逐步形成了一

为主干线的商贸网络，在将巨额商品输送到全国各地乃至世

界市场的同时，也打破了地域经济和文化习俗的封闭状态，

最终形成了流动开放而又别具一格的大运河商业文化。

第二足;独特的运河民俗文化 。 汩汩滔滔、川流不息的大

运河带来了南北商船和熙熙攘攘的客商，把北京、天津、济

宁、南京、苏州、杭州l …...乃至全世界的诸多历史文化名城

联为一体，它们吸纳古今中夕|、文化之精华，融汇南北东西之

风俗民情、饮食习惯、服饰惯例、制度礼仪、宗教信仰等，

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民俗文化。商业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

壮大，孕育了各种争奇斗艳的表演艺术一一京剧、天津曲艺、

吴桥杂技、扬州评话、苏州评弹、绍兴越剧等，官们随着大

运间的奔流不息而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交流，从而促进了自身

的发展与繁荣;中国明代南曲系统的所谓四大声腔(浙江海

套较为完善的运河槽运与运洞航道的管理、疏泼制度。比如 盐腔、浙江余姚腔、江西吃阳腔和江苏昆山腔) 与微班和秦

明代政府在准安设置了糟运总督，清代政府则同时在淮安设 腔也随着运河经济的繁荣和会馆、商帮文化的兴盛而在大运

立了槽运总督与河道总督，分别管理朝廷的清运事务和运河 河沿线争奇斗艳、活跃异常。还有杨柳青、东昌府、桃花坞

航道的疏泼、与管理事务。 的年画，扬州的木版刻印，精美绝伦的陶瓷、王雕、漆器等

其次是繁盛而独具特色的运[tiJ商业文化。运河的贯通推

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南北物资的大交流，密切了全国

各地的市场联系，促进了古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同时，大运

工艺，也曾繁盛一时。

最后，商业文化的繁荣，不但造就了繁盛的大众市井民

俗文化，也成就了以文人士大夫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



文化。中国大运河，将中国的诸多文化中心联为-体，极大

地促进了运河沿线的文化发展，使它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才

芸萃和文风昌盛之地。自宋元时代开始，运河沿线地区便书

院林立。济宁是公认的孔孟之乡;山东一地在明代就有书院

50 余所，到了消代居然发展到 75 所;天津和淮安等地，还

最先设立了专供商人子弟学习的"商学明代南京设有国

子监。宋代杭州的刻书最为精良;聊城等地亦有发达的刻书

陈迹，不再能发挥其往昔的功能。而相比之下，中国大运河

的开凿不徊在历史上繁荣了封建帝国的经济，而且其高度繁

荣的运河文化宅今仍在不断涵养着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文明，

使得中华文明在不断加强臼身融合的同时，也最终走向了世

界。大运河不仅仅是中国南北和东西文化交流的纽带，而且

还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之间交流和联通的纽带。可以预见，

这种影响和辐射力量将持续不断地被推展到未来中国经济发

业、印刷业、制笔业等 i 湖州的"湖笔"名震天下;清代的 展的蓝图和伟业中去。

刻书同则以扬州、江宁、苏州、杭州等最为著名。 著名的藏

书楼也先后在i运至、河沿线兴起清代有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

杭州外州、才|丁氏

樨源、阁"等囚大私h.队藏书家。书院等文化事业的繁盛，造就了

运河沿岸人才辈出的局面。 据清代统计，通过科举获取功名

的人数，以运河沿线的江苏、浙江、安徽、 草隶(包括)1阪天)、

山东 5 省区最多。仅清朝一代的状元、榜眼、探花等，江苏

就有 184 人，浙江有 137 人。在大运河的历史上，无数的文

人墨客，在途经大运河或游览运河名城之后，也往往留下诗

词歌赋。在大运河的申边过程中，中国辞赋学会的一些学者

就曾提出过 《大运河诗歌词赋书画国学申遗提案>>倡导开

展大运河诗词、歌赋和幢联的系统整理与研究工作。

如果说，同为世界伟大工程奇迹的长城，在历史上曾有

效地阻挡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那么它同时也阻滞了不同

文明之间交流的步伐 而且在今天它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历史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应该既立足于现在，又放眼

于未来，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运河经济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大运河的成功申遗既是一次总结，又预示着新的出发，但.这

次出发的目的地，将不再是"烟花三月"的扬州1 ，也不是 "淡

收浓抹总捆直"的西子湖，而是那被澜壮阔的世界文明的大

洋。在这一层面上 <<运河影像志》 所要呈现的，既是大垣

河文化灿烂辉煌的历史 更是它生机勃勃、蓄势待发的现在

和未来。

近年来，有美国学者提出了著名的遗产廊道( Heritage 

Corridor) 概念，并系统阐释了遗产廊道的保护与管理理论。 z

这一理论认为，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 区域，它把

文化意义提到了首要位置 它可以是河流峡谷、 运河、道路、

Diama nt R. National Herit,1ge Corridors: Redefí l1 ín8 thc Cοnscrvarion Agcndil o(the 9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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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线等，也可以是把单个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形成具有一 错节地融为一体，正是它们共同孕育和创造了灿烂辉嫂的中

定历史和文化意义的结性廊道。 相应地，对遗产的保护也应 国大运河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每一座桥梁、每一块碑刻、

该着眼于全局而非局部。从这一角度来肴，中国大运河与同 每一处历史遗迹都在讲述着大运河韵味悠长的故事，它们共

期申遗成功的"丝绸之路 ; 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 毫无 同编织和创造了一部波澜壮阔、大气磅硝的交响乐章。<<运

疑问都可以看作是遗产廊道。 因此保护和管理措施也应该是 河影像志》中的每一幅照片、 每←道光影，显然都是这一美

一个"融合了自然、经济、历史与文化三位一体的综合保护 妙乐章的一次回响。

措施与多 目标保护体系"。在这方面 围内就有学者运用了 穿越时光大运河文化仿佛是一道记录了地壳运动沧桑

遗产廊道理论，来对大运河边产廊道的保护与管理提出过系 巨变的岩层切面，其中的每一个擂皱都忠实记录下了运河变

统的策略。 3 这些策略在后申边时代的运河系统管理、保护 迁的沧桑历史一一自然变化和无数人类活动所留下的蛛丝马

与开发过程中尤其具布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无论从空间跨度还是时间跨度来看，中国大运河在世界

工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o 从兰主间来看 ，大运河跨越了多种

不同的气{I义带。 主要流经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乎原，沿线

众多湖泊和长江、 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构成的水系地现和

水文状况复杂，植被、滩涂、沼泽、湿地、耕地等自然和生

态环境迥异。从时间来看 ，在 2400 多年的穿越历程中，它

分别跨越了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人类的历

史活动给大~y可烙下了无数不可磨灭的印记。中华民族在各

个历史时期对运河的开发、利用和改造实践，显然已经与错

综复杂的气候类型、地理状况和自然生态环境等耍素，盘根

J ~孔哇， 英主l 怡 《发生学 ~MH的大运河ì!!l产廊i且构成)> <{地理科学ill展 }} .2010 第 29 卷

( i:!ì 8 J明) ~75 986 页"

迹 。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大运河文化的保护、 管理和开发措

施也应当是立体、多维的，是一个巨大的综合性、系统性工

程。它需要我们同时从物质层面、非物质层面和自然生态层

面来认识各种各样的运河历史文化遗存的现状和价值，采取

最有效的管理、保护和开发措施，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原其性和可持续发展。

物质层面的大运河文化遗产 包括大运河的水利工程系

统、航运工程系统、 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古城

镇和古聚藩。 水利工程系统又包括为保证迎航、运输以及运

河水盐补给、蓄积和分泄的各种河道，主要有正河、月河、

支线运河、自然河道、 i威河、人工引河、城河和水柜，以及

大茧的闸、坝、堤防和引水涵洞等。水利工程系统也包括为

维护运河航道正常运行的附属工程设施， 主要有船|明、桥梁、



纤道、码头、破口等。古迫址主要有历代清运和河道管理机 无刻不在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构的遗址，如钞关、?是铺、仓库和造船厂等，以及城址、窑 运河通航带来了沿线仁商业的长期繁荣，物资和人员的

址、驿站古道、军事设施、寺庙、宫殿衙署遗址等。古建筑 频繁流动又孕育了运河文化特有的商业习俗， 'Ë们包括糟垣

则包括历代建造的各种城垣、城楼、 宫殿府邸、宅邸民居、 习俗、商业经营习俗、造船习俗、城镇集市习俗和行帮会馆

祠堂庙宇、简署官邸、 学堂书院、驿站会馆、店铺作坊、牌

坊影壁、 亭台楼阁、 寺观;塔楼、苑回国林等。在历经千年沧

桑和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之后，这些物质层面的大运河文化

遗产的保护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危机与挑战。这种困境在"后

申遗时代"更加明显。

拨开历史的尘埃，大运河这座气势恢宏的"历史博物馆

正在以其"共时态"的独特方式，生动、鲜活地呈现和讲述

着它那"历时态"的、波澜壮阔的故事。在倡导民族文化自

觉、缔造中国梦宏伟蓝图的今天 她无疑是中华民族一笔蕴

藏丰富的巨大文化遗产。大运河在过去曾经参与到了中华民

族辉煌历史篇章的创造过程中，并且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毫无疑问，它还将参与到中华民族未来辉煌和民族伟大复兴

篇革的创造与续写伟业中去。并且可以预见，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它将创造出更加辉煌的篇章。

几千年来，奔腾不息的运河水浇灌和滋养了运河沿线多

姿多彩而又鲜活生动的民俗文化 它们早已融入到了两岸民

众鲜活生动的生活经验中。直到今天，这些民俗文化还活在

运河沿线村镇市集坊间巷!l\二的百姓生活中，这些民俗也无时

习俗等，长期以来已成为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J居历史

记载，山东聊城和江苏扬州等运河历史文化名城，都曾经会

馆林立，孕育了独特的行帮会馆习俗，直到今天，在山东聊

城，我们仍能从保存相对完好的山陕会馆那柑~~.色伦、宏伟

壮观的建筑和装饰设计中，想见其当日的繁盛。其中的|剖林、

祠庙和戏台的设计建造 都可见其高度的艺术水准。山东聊

城山陕会馆的一幅植联， ~现反映出商业文化经世致用精神又寸

传统儒家文化信念的影响和冲击。对联说非必杀身成仁

问我辈谁全节义，没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谈春秋。"

正是中国东西南北文化甚至中外文化之间的碰撞、 交流

和融合，才造就了独特的运河民俗文化。在大坦问几千年的

开苗、运营、维护和管JFR历和中 燕赵文化、齐白文化、荆

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几大文化圈之间不断交融，并广泛吸纳了

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融合中国东西南北各地的风俗民情、

饮食习惯、服饰特点、宗教信仰、官员礼仪等，从而形成了

独特的运河民俗文化。这些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在

至今仍然鲜活的民俗文化中-也能找到大址的例证。

在后工业时代，随着旅游休闲产业的迅猛发展，大运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沿线多姿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正逐步焕发出蓬勃

的生机与活力，正在以无可替代的独特魅力吸引着全世界游

客的 目光，创造着一个个经济发展奇迹。 在对运河遗产廊道

的保护和管理过程中， 这些鲜活生动的民俗文化及其背后有

着强大生命力的独特的民众生活方式，也正应该被纳入系统

全面的保护与管理视野中来 从而使得运河遗产廊道成为真

正有生命力的事物，在未来国家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中继续

发挥其巨大的影响力川，使得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与管理工

作具TE成为一项造福子孙后代、造福人类的宏大事业。

有国外学者指出，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达到 3000-

5000 英元时，就会进入休闲消费的爆发性增长时期。 现在

我国人均 GDP 巴超过 3000 美元 中 国人休闲消费的爆炸性

:l<'~'长时期已经来 11伍。

显然，消费经济和休闲经济是典型的后工业时代的产

物。后工业社会的概念首先由美国学者丹尼尔 - 贝尔 (Daniel

Bell) 提出。他根据人类社会组织、技术发展状况、 生产模

式和经济结构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的刁、同面貌，把人类社

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 。 4

在前工业时代，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传统主主义上的农业、

畜牧业和家庭与作坊手工业， 经济的主体成分是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 到了工业时代 伴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机器的

4 丹尼尔 贝尔 (Dan i el lkl l) • (<后工业祉会的来 1 1面: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川叫 ， 两铭、王

宏周、魏JiJ.玲 译，向铅校，新华出版社 1 997 年 8 月第 l 版 . P L28 . 

发明、改进，人类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经济增长的茧，心由

传统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转移到了以大规模、 批tiU化、标

准化生产为特点的现代工业。 随着工业产品的进一步丰富和

收入水平的提高 ，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重心又逐步从现代工

业转移到以休闲、 娱乐和旅游等服务业为支柱的所谓第二产

业上来。 社会因此进入后工业时代。 近年还辛辛美国学者在后

工业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体验经济的概念，认为世界

经济增长模式在从 20 世纪初到现在的短短百年历程中 ， 已

经实现了由工业经济到后工业经济(或称服务型经济)再到

当下的体验经济的过渡与转变。 5

生活的世界永远是鲜活的，尽管前工业经济、 工业经济

和体验经济这些概念是经济学术语，但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 ，

我们确实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入类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巨大的

时代变迁。 在经历了工业时代经济活动对环境所道成的触 目

惊心的破坏之后，人类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 经济活动的最

终 目标，绝不能仅仅停留于对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率的追求上，

而应该考 :"这种经济增长能否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福祉。

尽管在当下的经济活动中，体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资

本追逐利润动机背后的一个I赚头或一种手段，但也应眩看到，

对于用户体验的军视与尊重， 对于文化、民俗和人类生存~、

5 基i JlfJ 料，粤、约瑟:夫 深思二世在 ((j旧约济·从现实到IR拟再ilJ融合)) 中就指出 . "(.丰验已经

成为经济的主必产品，让 20 世纪下半时旦风行一时的服务型经济相J~见她. 1m.务型经济当时

取代了工业经济， 而工业经济比Tlír替代了农业经济的地位。 ' 王维丹萍， 机橄工业LH板社 . 20L 3 

年 5 月第 1 1板。



义与价值的追求，正越来越成为人类经济发展的主流。著名 位置，并进而以一种系统而非局部的视野，把白然环境和生

学者科斯洛夫斯基就指出因为文化必然构成一种与主体 态系统的保护、历史文化的发掘保护与经济开发有机结合起

的抉悍捆关联的情境、意义网络。…..文化是个人与社会的 来，形成一个完善的管理和保护体系。

历史之网。它使个人抉择的事件融入个人生活的历史中 使 经历了工业经济的洗礼人类在饱尝物质丰裕背后的传

生活的历史融入 个充满意义的更广阔的历史中。 JJ 6 人类 统沦陷、精神贫乏、环t~污染和资源危机之苦的同时，也开

经济活动越来越注重对于人类文化、意义和价值领域的追寻 始了对于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体验经济远无疑问应

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进步。显而易见，相对于丰裕 该真正回归到人文关怀上来，把人类真正意义上的福祉贺子

的物质享受，在这些东西中，人类更容易探寻到生存的意义 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核心位置上来。

和价值。

那么，在体验经济的世界大背景之下，中国大远河遗产

廊道又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我们又应当如何在系统保护与

管理的前提之下，充分发掘其巨大的文化价值，从而助推区

域和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呢?这正是在"后申选时代"的

运河遗产保护过程中应该臂力思考的核心问题。

在大运河申遗历程中和申遗成功后的今天，大运河的政

治、 经济、文化和环境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和各

领域专家的共同关注与探讨。运和I沿线各地方政府也都纷纷

从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的立足点出发， 来对运河遗产廊

j盖的未来规划和管理做出了诸多大胆的设想。所有的这些探

讨、研究和设想对于大运河迦产廊道的系统保护、管理和开

发都具有重要价值。 显然 在中国大运河遗产廊道的管理和

系统保护的工程中，大运河遗产的文化价值应该被捉到首要

6 彼得 .HNr洛夫斯毡 后现代艾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 毛怡红 i幸，姚~M~校 ， 柴

为国í.Ii校 ， 中央编译出版割 .20门年 1 0 月第 l 版. P68 69 .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申遗工程的全面启动、推进来n成功，

人们越来胆深刻地认识到运河边产廊迫在体验经济时代巨大

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它们在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战

略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借鉴发

达国家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做法，把运河沿线的 l当然和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把对运河边产廊j草巨大的文化价值发掘、把对

城乡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的盟边放在首要位置。 从中国当 F

政治、 经济、丰十会和文化发展的良好态势来看，我们有理由

相信，随着保护和管理工程的系统推进，中国大运河更将焕

发出勃勃生机，在未来国家和区域经济、 社会和文化的可持

续发展战略中，帽、游、不断地释放出无以伦比的巨大能t11 。

'* 斗 ';:1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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