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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运河逝波间寻觅明灭的城市灯火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
从时间上讲，目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起始，中经历代王朝不断的疏浚与整修，至清代末年的
漕粮改折为终点，以古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为主要形态的大运河在中国大地上先后驰骋奔
流了2500年之久；从空间上看，无论是以洛阳为中心，北起北京南至杭州，贯通海、黄、准、江、浙
五大水系全长27㈨余公里的隋唐大运河，还是元代经过截弯取直之后形成的纵横北京、天津、河北、
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全长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其规模与里程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如此巨大的时间跨度与空间规模，使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起成为中华文明最伟大的标志性工程。
但两者的现代命运却是很不相同的，当巍巍万里长城以中华文明的雄伟标志被世界逐渐接受的时候，
同样对中华文明怍出巨大历史贡献的大运河，却如韩愈所说“骈死于槽枥之间”，在20世纪日益式微
，甚至在人们的记忆中走向了彻底的遗忘。
值得庆幸的是，在21世纪曙色初开的时候，借助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的时代风云，在现实中巳
严重边缘化、在大众记忆中早已沉寂的大运河开始于深渊般的沉默中滚动起激荡四海的风雷声，使人
们重新注意到它辉煌的历史与充满生机的未来。
关于大运河，人们似乎突然发现，有太多的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历史、记忆、话语与愿望需要
寻觅、钩沉、捕捞和重建。
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我们也被卷入到这个人员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浩
大、节奏越来越快速的人流、思潮与社会进程中。
作为一个规模巨大、历史悠久的古代交通工程，大运河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以后，也由于太
多的人事恩怨而成为一个“任人评说”、“见仁见智”、“表达情感或还原历史”的对象。
在当下迅速生产的大量运河知识与话语都可以作如是观。
而我们选择了“运河城市文化”的视角。
首先，城市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是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的创造与传播中心。
由于南北贸易的直接刺激与重要影响，大运河沿岸先后兴起了包括北京在内的22座城市，这些城市不
仅集中体现了大运河文明的本质，也是它的最高历史表现形态与遗留下来的活化石。
以人口城市化、城市功能商贸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的运河城市文明，构
成了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一个独特谱系，极大地促进中国古代的区域文明以及不同城市、城乡之间的
交流与对话．对中国政治型城市结构、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形态、积淀深厚的农耕社会与精神传统等
，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对运河城市经济社会的研究与阐释，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大运河在中国古代世界中的地位与意义。
其次，“如果说长城是凝固的历史，大运河就是流动的文化。
”如同运河城市一样，运河城市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同时也因其特有的人工河
流文明背景而有众多值得探究的秘密。
单霁翔先生曾将大运河文化遗产具体描述为九个特征：“它是一项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构成的混
合遗产；是静态与动态共同构成的活态的文化遗产；是由点、线、面共同构成的文化遗产的廊；是由
古代遗址、近代史迹还有当代遗产共同构成的中国文化遗产；反映了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的工业遗产、
乡土建筑等遗产；包括了物质与非物质共同构成的文化空间。
”（李韵《大运河保护应遵循“原真性”“完整性”》这充分说明了运河文化深厚的历史枳淀与未可
限量的当代价值。
沿着大运河的曲折两岸的城阙，在或急或缓的逝波间挖掘与重建曾经的繁华与梦想，重建作为一个有
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这对于充实运河城市的文化底蕴，展示它们的文化魅力，培育它们的当代城市
精神，发展运河城市的文化生产力，无疑是必要的与重要的。
再次，以“京杭大运河”为主体的“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已经启动，参与申报的城市也由京杭
大运河的18个增至中国大运河的22个，这既是一项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环节复杂的巨型系统工程，
更是一项波澜壮阔、革故鼎新、蔚为大观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事业。
而如何重新整理大运河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还原与阐释运河城市文化的深层结构、合理利用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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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也包括在当代意义上对运河城市群文化建设提出科学的思路与战略构想，都是在
当下急需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已经展开的运河历史往事，还是当下正在升温的各种时代议题，它们无一
不是以运河城市共同体为中心空间与主要平台的。
这使运河城市文化研究实际上早已成为运河研究的中心与焦点。
一方面以单体城市为对象深入研究运河城市文化的特殊性与历史内涵，另一方面以运河城市群为背景
阐释运河文明的普遍性及其现代意义，是我们解读、研究与阐释运河城市文化的主旨所在。
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在参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之间，既有政治与文化上共同的长远利益，也有
经济与资源在当下的矛盾与竞争，而后者将成为影响它们相互合作与共赢发展的主要障碍。
以大运河城市群为总体框架将运河城市建构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它们共同的发生机制、内在结构、
历史源流与人文精神进行学术梳理与现代阐释，有助于推动运河城市彼此之间产生更深的文化认同与
价值共识，同时对它们在实践中采取一致的战略与和谐的步调也是不无裨益的。
作为人类文明中独一无三的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不仅应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以运河城市群及
其文化形态为总体战略框架才能更深刻与全面地展示它固有的集群优势与重要地位。
这不仅可直接增加世界文化遗产的丰富性与权威性，同时也是推动运河城市群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走向
复兴与新生、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契机。
一言以蔽之，为大运河文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略尽绵薄之力，寄希望于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复兴与
新生，是我们讲述运河城市往事、盘点运河城市资源以及展望其未来图景的现实动因与文化理想。
刘士林2007年12月24日于沪上春江景庐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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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取最长的运河。
从时间上讲，自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起始，中经历代王朝不断的疏浚与整修，至清代末年的
漕粮改折为终点，以古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为主要形态的大运河在中国大地上先后驰骋奔
流了2500年之久；从空间上看，无论是以洛阳为中心，北起北京南至杭州，贯通海、黄、淮、江、浙
五大水系全长2700余公里的隋唐大运河，还是元代经过截弯取直之后形成的纵横北京、天津、河北、
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全长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其规模与里程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如此巨大的时间跨度与空间规模，使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起成为中华文明最伟大的标志性工程。
但两者的现代命运却是很不相同的，当巍巍万里长城以中华文明的雄伟标志被世界逐渐接受的时候，
同样对中华文明作出巨大历史贡献的大运河，却如韩愈所说“骈死于槽枥之间”，在20世纪日益式微
，甚至在人们的记忆中走向了彻底的遗忘。
值得庆幸的是，在21世纪曙色初开的时候，借助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的时代风云，在现实中已
严重边缘化、在大众记忆中早已沉寂的大运河开始于深渊般的沉默中滚动起激荡四海的风雷声，使人
们重新注意到它辉煌的历史与充满生机的未来。
关于大运河，人们似乎突然发现，有太多的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历史、记忆、话语与愿望需要
寻觅、钩沉、捕捞和重建。
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我们也被卷入到这个人员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浩
大、节奏越来越快速的人流、思潮与社会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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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运河开通的当年，积水潭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史书记载：有一次，元世祖从外地回到大都，过积水潭看到潭中“舳舻蔽水，大悦，名日通惠河”。
并赐郭守敬钞万二千五百贯，仍旧以都水监兼提调通惠河漕运。
郭守敬可以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但郭守敬的成功并非是纯粹个人性的，确切地说_立该是历史
发展的铁律在个人的生命轨迹中投下的影子。
一个帝国的统治欲望，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自南宋以来道德律令的涣散，人心思动，这一切使得京
杭大运河的开辟成为必然。
历史是一场戏，人人是这一场戏中的演员，我们总不能看清幕后的导演是谁。
郭守敬是这一场大戏中的主角，而京杭大运河的清波荡漾之处，同样也为无数平凡生灵的生存提供了
一捧水。
这让我们想起了“久旱逢甘霖”这一句俗话，可以将封建帝国统治下平凡人的生活世界看作是因道德
、礼教炙烤而干涸的赤地，在这样一片干涸的土地上，奄奄一息的生物们对于空气中哪怕是一点点的
水汽都异常敏感，它们会伸展开身体的每一部分去吸收水分。
京杭大运河在元帝国的庞大水系中是微小的，但它是从水汽丰沛的南方吹送到水气稀少的北方的温暖
季风，其中包含的大量温暖水汽滋润着、催促着北方干旱土地中生长的人性之花。
早在京杭大运河伸入到元大都之前，这座城市基本上已经是一座国际性的都市了。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随其叔父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24年后，写出了著名的《马可·波罗
游记》。
在他的书中，马可·波罗以浓墨重彩的笔调写到了元大部。
一个“外来者”的描述中最有趣的可能不是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东西，而是他看待这个东西的方式角度
叫人觉得新鲜。
在马克·波罗眼中元大都就像是一座纪念碑一样的城市：整齐、威严、神圣不可侵犯，他特别对于元
大都棋盘一样的整伤布局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我们得承认马可·波罗的赞叹对于这座城市而言是名副其实；其次，我们也不能否认，马可·波罗眼
中的元大都是一个“外人”眼中的元大都，是从一定的心理定势出发所观看出的元大都，而这种心理
定势的形成来自于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开始的对于欧洲近半个世纪的征服。
在那次征服战争中，蒙古的马队一直攻到了马可·波罗故乡威尼斯的城下，以至于在成吉思汗和窝阔
台汗死后好多年，欧洲人还是闻之色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蒙古人是欧洲人心目中的勇士、英雄，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测：在马可·波罗充满敬仰的语气中，是通过一座城市的描述表达了对于统
治者威权的臣服。
在这种臣服的眼光中，一个真实的、由平凡人的生活构成的元大都被忽视了，当然这种忽视还有一个
客观原因，那就是马可．波罗在大都的时候，京杭大运河尚未开通，而在京杭大运河开通大约20年之
后由熊梦祥（约公元1335年前后在世）所撰写的（（析津志》中则展现了一个相对真实的大都。
根据《析津志）），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直接促生了元大都的商业布局。
就在运河开通的第二年，积水潭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从遥远的南方来的漕船满载着货物从海子闸（澄清闸）鱼贯而入，停泊在浩浩荡荡的“海子”码头，
这使得货物贸易的主要地点，积水潭北岸的斜街，成为了城市中最大的“市”，也成了人烟辐辏最为
繁华的所在，以之为中心，贸易圈扩大到整个钟鼓楼地区和东、西两城的东、西市、各城门之间。
真是“一波激起千层浪”，因为南来的漕船，积水潭瞬时间成了整个元大都的贸易能量中心。
《析津志》中对这一钟鼓“市”这样写道：“钟楼之制，雄敞高明，与鼓楼相望。
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
”“齐政楼（鼓楼），都城之丽谯也⋯⋯此楼正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门。
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
“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
”（《析津志》）积水潭北岸斜街的这一个市场被称为斜市街市场，除此之外再加上西城的羊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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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枢密院角市，号称北京三大市。
西城羊角市相当于今西四一带，为大都城西部的商业中心，这里有米市、面市、羊市、马市、牛市、
骆驼市、驴骡市等集市。
枢密院角市相当于今东四南灯市口大街，为大都城东部的商业中心。
西城羊角市的形成与京杭漕运并无必然关系，但是东城枢密院角市正位于城外漕运向积水潭前进的中
途，也应该是应运而生，是京杭漕运的产物。
根据《析津志》，在元大都城市商业格局中，还有一处所在是京杭漕运所催生的，这就是齐化门外的
东岳庙一带。
《析津志》记载，这一带因香火兴隆及“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住，趋之者如归。
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至三月时，庙会兴盛，“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
香纸填塞街道，一盛会也。
”（《析津志》）而这就是今天仍然长盛不衰的东岳庙会的前身。
商业集贸往往是鲜活人性摆税封建专制自由成长的前提，京杭漕运促生了元大都的商业活力，也松动
了人心灵上的枷锁，造就了一代有活力的城市新人。
同时，也正是通过使人们参与到元大都的商业活动中去，这个城市中的人们才真正与这个城市发生了
血肉交融的感性关系，使之从无生命的砖石和更加无生命的帝国威权的象征变成了人们的第二故乡。
这才是这个城市真正的生命和奥秘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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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选取了运河沿岸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17个城市，一方面以
单体城市为对象深入研究运河城市文化的特殊性与历史内涵，另一方面以运河城市群为背景阐释运河
文明的普遍性及其现代意义，对它们共同的发生机制、内在结构、历史源流与人文精神进行学术梳理
与现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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