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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文化遗产三周年
结束，还在继续——

流动的流动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

历史上对运河的开通有这样的描述：“商旅往返，船

乘不绝”。唐皮日休曰：“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

输，其为利也博哉！”（《皮子文薮·汴河铭》）。唐诗《汴河

怀古》（皮日休）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古运河“舟行如梭，

不舍昼夜”，“船舶往来，商旅辐辏”。

沟通南北，贯穿东西，商船穿梭，墨客如鲫。可想而

知，大运河历史上是一幅多么繁忙的景象。

大运河和长城，是中国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所刻画的

两条有形的线，有人说，长城是一撇，运河是一捺，在中华

大地上写下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它们同是中华民族

文化身份的象征。

也有人形容，长城是凝固的历史，大运河是流动的文

化。大运河和长城，是中国古代的两大工程奇迹。

“大运河是一条文化河，一条绿色河，也是一条生命

河，它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大运河是运输财富的主通

道，没有大运河，财富很难方便、集中地运输。没有充足的

物资供给，人口众多、军队集中的都城，也很难有控制全国

的雄厚实力，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系统就很难有效运转，所

谓的国家统一就无法长期存在。”说起大运河在历史上的地

位和作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富海先生侃侃而谈。

已经故去的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长

城学会名誉会长罗哲文教授最早提出长城和大运河“申

遗”：“大运河和长城一样，都是规模巨大的古代工程，是

人类文明的结晶。它不仅应是文物，还要申报世界遗

产！”他为大运河奔走呼吁20年，如今，他的愿望正在努力

成为现实。

据悉，中国大运河是中国 2014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项目，项目由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永济渠段和京杭大运河

三部分组成，涉及8个省市的32个城市，目前正在准备迎

接世界遗产组织专家的现场评审。

我省的大运河遗产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遗迹主要是永济渠南段和通济渠北段，涉及洛阳、郑

州、开封、商丘、焦作、新乡、鹤壁、安阳、濮阳等9个地市。

美好憧憬：我家住在运河边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两大工程奇迹之一

市文物局局长阎铁成介绍，大运河申遗是在全国统一组

织下，35个城市联合承担的，全国一盘棋，大运河郑州段是其

中之一。郑州大运河水工遗存是此次申遗的“立即列入项

目”，主要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包括现存地面的索须河部分河

段和掩埋于地下的惠济桥段。郑州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公元前4世纪，魏国就在郑州境内开凿

鸿沟用以漕运，成为中国北方建造运河之始，可以说，郑州是

中国大运河的重要发祥地。

大运河在郑州段有 100多公里，它不仅是水上漕运的关

键路段，而且是对外贸易的孔道，是泄洪的水道，是灌溉之

脉，还是人工干预自然、利用自然的重要成果。运河的畅通，

繁荣了沿岸很多城市。据专家讲，巩义市河洛镇的洛口仓和

康百万庄园都是千百年间运河经济文化繁荣的见证者和受

益者。

谈起郑州大运河的兴盛时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富海

先生掩饰不住自豪：“郑州大运河成为一条通衢，在隋末至明

清间最繁荣，形成了荥阳码头和惠济水旱码头，商业十分繁

华，被称为‘小上海’。由于这条河的存在，郑州的水系很发

达。一直到宋代，郑州市内河流纵横，颇有江南水乡之韵味，

这些都是沾了运河的光。”

“大运河是活着的线性文化遗产，造就了流动的遗产，活

着的历史，成为中国文化多样性、复杂性的宝库，运河沿岸无

愧‘文化长廊’雅称。大运河郑州段申遗成功将是我市继成

功申报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的又一重要项目，为郑州增添一处美丽的文化名片。”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件文化惠民的大好事。大运河申

遗将使大运河焕发新的风采，带来舒适宜人的文化景观，

对郑州的老百姓来说是件大好事。大运河惠济桥修缮将

根据清代志书中的图样进行修复。再就是河道两岸通过

绿化整治将成为市民休闲观光的好去处。”谈到对未来的

规划，已经历过三年前成功申遗的阎铁成，对大运河申遗充

满美好的憧憬。

少林寺山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