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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航道已远离了史迹。大运河
申遗成功后，“大运河遗产小道”延伸到
钱 塘 江 北 岸 龙 山 闸 。 那 时 ， 标 号 为

“330100-A079”的大运河遗产区界桩孤
零零地立在车辆呼啸而过的路边，毫不
起眼；而现在，这一带已建起大片的公
园，逐渐与六和塔和钱塘江大桥景区连
接起来。京杭大运河的南端终点，也就
成为了这里众多“网红”景点中的一个
小众、专业打卡点。

跨过钱塘江，南岸就进入到文化遗
产意义上的浙东运河范围。南、北一起
看，钱塘江连接了南北漕运，也使遥远
内陆通江达海。浙东运河一开始并不在
关注申遗的公众视野中，被纳入到“大
运河”提名地的时间较迟，甚至晚于几
乎都淹埋于泥沙之下的“隋唐大运河”。
2006 年迎春花开的季节，我到了杭州，
和当地“运河综保委”的同志一起去浙
江大学邀请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者陈桥驿
老先生，加入将在 5 月举行的“京杭大
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这次规模宏
大、深入现场、打开眼界的调研活动，
也是围绕着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进行的一
次专家大汇聚和思想大交流。那时老先
生已 83岁，考察京杭大运河期间，留给
人们的深刻印象是逢人便反复提及“浙
东运河”，发言的题目即为 《南北大运
河》。现在，我一到绍兴或宁波，就不禁
回忆、感慨一番当年陈桥驿等专家学者
如何推讲“浙东运河”；每近绍兴的仓桥
直街，就会拐进去看一眼为纪念他建立
的史料陈列馆。

2008年 11月，浙东运河成为正在申
遗的“大运河”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丰
富了漕运工程体系，也从更大空间范围
内，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
路”连接起来。这时的浙东运河，不仅
是古代中外物质交流的运道，也代表着
文明交流的重要线路。

至此，全社会对浙东运河的认知，
就完成了第一次提升与转变。

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
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概念。在大运河
申遗、成为世界遗产前后，“浙东运河”
与“浙东唐诗之路”仍是相互关联但并
行发展的两个领域。运河成为诗路重要
载体，提供体验路径；历史积淀的文学
成就与人文精神，则为运河增添价值支
撑。在此期间，世界遗产中的“文化线
路”理念开始活跃发展起来。2008 年，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上通
过了 《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
事会宪章》，也促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关注
文化线路对当代社会带来的影响。随着
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逐
渐铺开，浙江意识到了“诗路”显现的
独特与良机。2019年10月1日，《浙江省
诗路文化带发展规划》 印发。于是，同
样是文化线路、同样的地理走向和交叠
发展历程，大运河文化遗产与“浙东唐
诗之路”中的主线、支线就有相当长的
一段，重合叠加在一起。

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叠加”？从当代
与历史并存的景观中，选取哪些辨识先
人的意境？

“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
人应接不暇。”这是东晋时的书法家王献
之对浙东风貌的评价。至今我在沿岸遇
到的许多人，还能把这段文字挂在嘴
边。但紧接着，王献之还补上一句：“若
秋冬之际，尤难为怀。”我很好奇：这里
的秋冬景观有何不同？于是就刻意等
候。2022年11月，我再次来到绍兴，重
走了浙东运河中的山阴故水道。

当年第一次启程去看浙东运河前，
陈桥驿老先生撕下手边的一片纸，写了
一张“路条”，让我去找绍兴市水利局的
邱志荣。他专攻水利史尤以关注山会平
原和禹迹文化见长，当时正在埋头撰写
大部头的《浙东运河史》。从那时起，我
了解浙东运河的前世今生，总是习惯多
多依赖邱志荣提供的研究成果并一起进
行实地勘察。

邱志荣带着我从水路出发。沿大运
河遗产河道从绍兴西环城河经迎恩门出
城东的都泗门，开始进入历史上的山阴
故水道。这条河道始于春秋，是最早修
建的浙东运河人工水道，也成为领略浙

东运河与“浙东唐诗之路”意境叠加的
可信、可行路段。

浙东运河屡被赞为“古代科技宝
库”。从文化遗产的视角去体验，人们会
关注前人在河道选址上的智慧、过船技
术的成就以及在应对水患、蓄放或平衡
水量等水利措施上的奇妙方法。山阴故
水道穿过箬篑山北麓，紧贴东湖石宕遗
址。山会平原历史上营建聚落、交通运
输 乃 至 兴 建 海 塘 和 园 林 ， 无 不 带 有

“石”的印记。在浙东运河边行走，可以
随时看到条石砌就的纤道、石桥；石板
路上，也能遇到规模不一的石亭驿站，
石柱上多刻有描述远行、耕读的楹联。
采石形成石宕，人工雕凿形成陡壁深
潭，独特的景观已存留上千年。“绍兴石
宕是古运河一部分。”邱志荣也是绍兴鉴
湖研究会会长。他认为在运河边采石早
在越国时期就已出现。所以石宕景观和
石文化贯穿于两晋、唐宋的诗路最繁盛
时期。文化遗产规划专家考证后认为：
绍兴城内外仍遍布留存的古石桥。不仅
工艺达到了当时的技术高峰，而且类型
多样，普遍具有“环境布局美、结构装
饰美和桥楹诗文美”特征，成为越文化
和东方特有文化景致的重要组成。

绍兴境内的许多运河已失去原有功
能。我在山阴故水道上难得遇到船只过
往，处处可见午后垂钓的渔翁和忙于在
水田中采摘的农人。船儿驶过，涌浪划
破静寂的水面，惊起群群水鸟，涟漪一
直延入远远的湖荡。越向东走，见到的
圩田和纤道旧迹就越多。现在的两岸，
生态湿地得到重点保护并开发为公园。
和石宕一样，那些江南水乡的生态环境
和具有山会平原地域特点的传统农业景
观，自古就有并持续演化至今。

与体验运河文化遗产的遗存、水工
科技成就有所不同，“浙东唐诗之路”更
需要展现人在自然山光水色中的行为方
式和心路历程。在山阴故水道上行舟，
湖水、群山、山水相映的田园景色，都
是诗路的构成要素和阐释情境。秋冬时

如逢夕阳西下时分，就有助于理解古人
“尤难为怀”的心念——冬日的晴空比雨
季清朗通透。从清晨开始，水雾就会呈
现更丰富的层次，光影效果常在瞬息间
变幻塑造着山林的模样。待到夕阳金色
的光芒映照着起伏层叠的山峦时，鸟儿
开始归巢，鸟鸣在旷野和竹林中形成远
近啾啾婉转的交响。浙东自古就以富庶
与山水名噪天下。即便不是文人墨客，
人们穿行在富饶的田原上和大自然怀抱
中，感受连绵不绝、交相辉映的景观
时，俯仰天地、感悟人生的心境油然而
生。这种人文精神代代积淀，又促进了
中国山水诗、中国书法艺术、佛教与道
教文化以及士族文化和大禹史迹传说都
在浙东得以酝酿和兴盛。

“浙东唐诗之路”从钱塘江南岸经绍
兴城区抵达曹娥江的水路路线，几乎都
可纳入大运河文化遗产地的范畴。在曹
娥江边，山阴故水道告一段落，“浙东唐
诗之路”主线拐了个弯，向南进入东山
地带。

东山位于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周
边的青瓷和水磨年糕都很有名。我到那
里时，气温低，原料足，上虞年糕进入
传统的生产季节。据说当地人专用“泥
鳅粳米”，还要取水质清亮的皂李湖、洪
山湖水，常引得浙东运河的体验者也会
拐个弯，慕名前来。

但与青瓷不同，“年糕”历史远不能
前溯千年，所以并未在我列出的运河与
诗路叠加体验要素清单中出现。浙东历
史上，东山遍布东晋时谢安、王羲之、
谢灵运等文人雅居足迹；后人又在诗路
上来来往往，这里也成为诗路上一处重
要驿站。东山位于自运河沿岸丰富的人
文景观过渡到自然山水风貌的结合部，
山林山水秀丽静谧，田野生态悠闲旖
旎，呈现出更近诗意也更贴近“东方”
的审美特色——吸引我的，是当代人对
历史文化的认知和具有的人文情怀。

邱志荣引我去见了杨言荣。他说着
典型的浙东普通话，嗓门大，待人热
情、真诚，体力充沛，丝毫看不出已经
75岁了。

“我就是一个上虞人，很普通的本地
人。”我一让他评价他自己，他就总是重
复这句话。

杨言荣 18岁开始创业。这确实符合
浙东人的特点。他 26 岁加入中国共产
党，创立的春晖集团是浙江省高新技术
企业。

“产品水平有多高？”
“‘神舟’飞船上，有我们自行研

发的元件。”他谈及自己的企业时，话不
多，但很自豪。

那天聊了许久。我们彼此谈到了自
己经历的人生；但反复切磋的，还是杨
言荣提出的“担当精神”。

“托迹山水得真趣，放怀天外极大
观”。谢安祠前留下这样的一副楹联。

“每当自己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就
常来东山走一走，到谢安墓前看一看。”
东山的人文历史深深影响了杨言荣：“在
好的时候韬光养晦，在国家和民族需要
的时候那就一定挺身而出——东山文化
的核心就是担当精神。这和现代企业经
营都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杨言荣说：“我们浙江的民营企业家，都
有这样的担当精神。”

70 岁从企业卸任后，杨言荣最终还
是未曾“远离”浙东山水和东山文化。
他在东山谋划文旅产业布局，致力于再
现谢灵运笔下的诗意家园，希望能够创
立一个具有东方美学、体现东方待客之
道和传统地方文化的国际化度假品牌。

东山只是浙东运河遗产区、“浙东唐
诗之路”沿线的一个小节点，但又是全
线当代人文精神和进取态度的缩影。《浙
江省诗路文化带发展规划》 中就尤其鼓
励：“要继承弘扬历代先哲卧薪尝胆、励
精图治，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博学多
识、精研深究，兼容并蓄、经世致用，
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等宝贵精神文化遗
产。”以此提升公众文化认知水平，塑造
时代人文品格。

“感谢东山的见面，这是一段我非常
难忘的畅快时光。”踏上归途时，我依然
沉浸于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这次交流中，
随手给杨言荣发了条微信。

“非常开心，我无保留地向你说了我
的心里话，就是把家乡文化传出去。”杨
言荣这样回复说。

“今天我们的畅叙，让我感觉到梦想能
够实现”。他的后一条微信显得信心十足。

将大运河与“浙东唐诗之路”叠加在
一起，将文化遗产和诗路体验的要素和目
标结合在一起，将古人的意境情怀与当代
的人文传承并列在一起，“新”在哪里？

在当年中国提交的“大运河”申遗文
本中，对于OUV价值第（i）项是这样描述
的：“中国大运河以其世所罕见的时间与
空间尺度，证明了人类的智慧、决心与勇
气。”大运河天生就是去远方、去感受不同
文明智慧的平台。“浙东唐诗之路”叠加之
后，产生了“1+1>2”的机会，不仅凸显了
壮游的行为模式，强化了研学、远行者心
中陶冶、追崇的家国情怀、理想尊严以及
看待人与自然的精神境界，也以中国传统
美学思想和审美经验，为自然景观不断增
添新的人文价值，从而为世界各地的壮游
者展现了独特、鲜明的“东方”。

2019 年 9 月，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通过了 《绍兴市大运河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其中规定了一项有
指导意义的原则：除大运河遗产外，沿
线具有保护价值的运河聚落遗产、运河
水利工程与航运设施遗产、文物遗存以
及运河生态与景观环境等大运河其他遗
产要素，也可依照本条例予以保护。

“去远行、去东方、去壮游”期待包
含的体验要素则更宽、更广：不仅有文
化景观和自然风貌，也含括了诗词、书
法绘画、戏曲音乐、中医药、陶瓷与茶
叶、丝绸与服饰甚至当地的水与酒——
这带来景观层级和格局的变化，在我们
日常熟悉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中，
增添了新的“文态空间”。实现这些目
标，意味着我们从重视遗产价值提取过
渡到关注价值的阐释，关注阐释的视
野、方法与效果。这也意味着，全社会
对浙东运河的认知，正在经历一次新的
提升与转变。

去远行、去东方、去壮游

当代人如何想

叠加的意境

成为文化遗产

链 接

世界遗产概念下的“浙东
运河杭州萧山-绍兴段”包括如
今 的 西 兴 运 河 、 绍 兴 城 内 运
河、绍兴护城河、山阴故水道
等河段，西起杭州西兴的钱塘
江边，东至上虞县东关镇娥江
边，全长约90千米。

浙东运河杭州萧山-绍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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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赵晓霞） 国家文
物局日前印发通知，启动《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更新工作。

本次工作将完善预备名单动态
管理机制、预备项目培育工作机
制，建立近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
备项目梯队，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
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增强中华文
明传播力、影响力。

据介绍，预备项目将向遗产类
型较为稀缺以及跨省份、跨国联合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适当倾斜，
并统筹考虑申报项目在保护、管
理、研究、展示、利用等方面的工
作基础。

通知提出，本次工作采取各地
自主申报、逐级遴选、专业评审的
方式实施。为规范申报工作，国家
文物局制作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项目申请表》 及填报说
明。市 （县） 人民政府作为申报主
体，负责填报申请表。省级文物行
政部门负责初审遴选，形成推荐名
单并上报。省级推荐项目数量原则
上不超过 2项。跨省份、跨国联合申
遗项目不受数量限制，需要同时说
明工作协调机制建立、运行情况。

据悉，国家文物局将根据各地
申报材料，综合考虑省级文物行政
部门推荐和专家评审意见，更新发
布《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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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赵晓霞）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
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修订实施一周年宣传活动在福建平
潭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保护水下文物平潭倡议》。

《保护水下文物平潭倡议》 呼吁水下文物保护工作
者、在水域内从事相关活动的单位个人和普通公民携起
手来，学法、知法、用法、守法，知晓、亲近、爱护、
传播水下文物，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海洋，凝聚
保护合力，让水下文物世代相承、永续流传。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陆进在讲话中强调，要自觉履行
文物保护责任，增强依法行政能力，加大水下文物保护
力度，严厉打击破坏水下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积极开
展水下文物资源调查、划定水下文物保护区，提高水下
文物考古和出水文物保护能力；加强水下考古人才培
养，提高文物保护科技水平，强化文物价值挖掘阐释和
展示利用；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手段，加强普法宣传教
育，增强全社会保护水下文物的意识。

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于
1989年颁布施行，是世界范围内较早的水下文物保护专
门立法，在加强水下文物保护管理、规范水下考古工
作、遏制盗捞破坏水下文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
适应水下文物保护的新形势新要求，国务院对该条例进
行修订，进一步理顺水下文物保护管理体制，完善各项
保护措施，加强水域联合执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为
加强水下文物保护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修订后的
条例自2022年4月1日起施行。

保护水下文物
“平潭倡议”发布

重走山阴故水道
本报记者 齐 欣

日前，本报记者对浙东运河、“浙东唐诗之路”
的保护和融合进展进行了调研体验。

2008年，浙东运河成为正在申遗的“大运河”文
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了大运河漕运功能体
系，成为东亚大陆上历史悠久的陆路与海上交往的关
键性实证。近年来，“浙东唐诗之路”也叠加到浙东
运河上，同样形象地描述了运河遗产地精神，更赋予
这段线路以鲜明的“东方”色彩。

去远行、去东方、去壮游——

遗产小道·国家文化公园
图为浙东运河自钱塘江边进入绍兴的河段。河道右侧树立有

“300600-A028”号大运河遗产区界桩。正在修建的浙东运河博物
馆，就坐落在遗产区旁。河道左侧是被誉为“大运河国道”的国道
104线，也是“浙东唐诗之路”上的一条重要体验通道。 戴秀丽摄

春天的北京中轴线别有韵味。图为市民
在钟楼前锻炼。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浙东风光吸引了中国历代思想先
哲、文人墨客前来游历论学、探幽访
胜。东山一带，东晋名相谢安、书法
家王羲之等大批名人雅集于此，其情
怀、作品、行为都成为后世仰慕、模
仿的对象。 王圣洁摄

有“里坊制度活化石”之誉的福建省福
州市三坊七巷。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