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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艳辉

这次因为省第九届运河论坛的召
开，我又来到向往的济宁，亲近先贤、感
受儒家文化的春风细雨，探讨山东段运
河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应用和发展。
大运河里流淌着中国文化自信，运河文
化在不同的流经区域各放异彩。行走
在运河两岸，走过村镇，走过文庙，我脑
海中形成了今天汇报的主题：《重塑会
通南北的文化标识，打造“会通驿站”文
商旅品牌》。

一、沿着运河访文庙，关注运
河、文庙两种文化载体的交汇

发源于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齐鲁大
地的齐文化尚功利、求革新；鲁文化重
伦理、重传统。孔子诞生在这片土地
上，他的思想通过游历各国而逐渐成
熟，建立了以“仁”为核心内容、以“礼”
为规范形式的思想体系，而且他是倡
导教育的，他认为，作为统治者，不能
愚民，应该实施教育，统一世人的思
想。

思想需要着陆的土壤。秦始皇灭
六国实现大一统，尊的是法家，孔子的
理论没有用武之地。一直到西汉时
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才被历朝历
代尊崇。但是在历史长河的某个阶
段，儒家文化也会遇到不被统治者接
受的情况，宋宁宗时期，朱熹便被褫职
出朝，还被弹劾以伪学欺人，“六经”也
被禁止传播。

沿着运河访文庙，发现儒家文化传
播、传承的发展规律。儒家文化以“六
经”、《论语》和祭祀孔子的文庙为载体，
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发扬光大。“六经”是

《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

称。“半部《论语》治天下”表达出人们对
孔子思想的推崇。治国以培育人才为
重，历朝历代对儒家文化的尊崇，定调
着这个社会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学而优则仕”是学子们对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思想阐述。

儒家文化的发扬光大，离不开一代
代致力诠释和宣扬儒学的学者士仕。
朱熹成为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
孔庙的人，位列大成殿十二哲之一。

儒家文化在传播传承的历史进程
中，以文庙为文化地标，进行了符合时
代发展的表达。

文庙这个名称源自唐玄宗开元二
十七年（740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孔
庙为“文宣王庙”，简称“文庙”。这个名
称扩展了孔庙的外延，更好地诠释了其
祭祀孔子、实施儒学教育的地标功能。
孔子去世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宅
辟为寿堂，以祭祀孔子。

文庙在全国各地的兴建是在汉武
帝之后，这是文庙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
节点；“庙学合一”是文庙发展的另一个
重要节点。金代《博州重修庙学记》有
段碑文：“方今朝廷尊崇先圣之道，建立
学校，移风易俗，盖欲追踪三代之治。
为守臣者不可不知皇上崇儒重道之德，
意学者亦当勉力于学，以资时用，使风
俗益厚，教化大行，不负在上者作兴之
意也。”

明清时期，州、府、县都有文庙，清
代更是中国文庙发展的鼎盛时期——
中国境内现存的孔庙建筑几乎都经历
了清代大规模的维修、扩建。日本、韩
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亚、东南亚地
区也有祭祀孔子的庙宇，到十八世纪，
文庙已遍布世界各地。

聊城各县（市、区）都有文庙，我家住
聊城文庙附近，我还曾见过坍塌前的高
唐文庙。阳谷文庙在修复时保留了老屋
脊，清平文庙、堂邑文庙都是金大定年间
始建。元代开通的运河和金大定年间建
造的文庙，至今仍旧交相辉映。金代和
元代分别是女真族和蒙古族建立的政
权，他们是如何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的？
是否推崇儒家文化？这个问题可以在

《金史》和《元史》中找到答案。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统治中国北方

119年，史志中留有他们关注民生、重视
教育、尊崇儒家的记录。我注意到，大
定年间对孔子后人“衍圣公”委任的兖
州曲阜县县令是地方管理的实职。

赐名会通河的元世祖忽必烈也是
少数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族
统治者之一。忽必烈当藩王时就延聘
宋朝老臣以及知识渊博的文人学士，
向他们请教治理国家的道理。他在位
期间，注重农桑、倡办学校，经济得以
恢复、发展。

沿着运河访文庙，有感慨，也有
启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思想“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传播至今，像
儒家文化这样传承发展和蔚然成风
的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既有国家层
面的支持，也有其文化核心内容、传
播研究队伍以及文化载体、展示平台

等诸多方面的合力影响。这些对于
运河文化的挖掘、展示、传播、应用都
有借鉴意义。

二、研究山东运河的文化内
涵和地域特色，重塑会通南北的
文化标识

我们研究调研的方向是挖掘山东
运河文化核心内容，探讨以什么载体进
行展现。山东运河文化具有“会通南
北”的地理优势和文化价值。我在翻阅
历史资料时，发现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有
一个历史留下来的统称“会通河”。清
乾隆版的《山东通志》是这样定义“会通
河”的：元之会通河自安民山至临清共
二百里，则初开之济州河也，至明时重
加疏浚，始统以会通目之。

明代的谢肇淛在《北河纪》中收录
了敖英（明正德年间进士）的《过分水有
感》一诗：“龙舟前日往来轻，边马萧萧
两岸鸣。憔悴会通河上柳，至今犹自怨
南征。”会通河上柳，指明了这个河段就
是会通河。明永乐九年（1411年），朝廷
疏浚济宁到临清的河道，增加水利设
施，恢复了会通河的畅通。

流经齐鲁大地的京杭大运河的文
化内涵用“鲁运河”这个名字已无法承
载，应该恢复“会通河”之名进行运河文
化的传播，宣扬山东运河文化的“会通
南北”文化内涵，以此布局文化地标的
建设，推进文旅项目。

今年是大运河申遗成功 10 周年，
《大运中国 非凡十年》庆祝直播活动启
动仪式在扬州的中国大运河原点公园
举办，我也应邀参加。春秋时期的邗沟
是运河的起点，其历史价值、文化内涵、
实用价值都因此彰显，这是扬州在运河
文化中的宣传点，而该市宣传和传播的
重点是运河文化在这个时代的应用价
值。我们山东运河段该如何宣扬传承
运河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呢？我认
为首先需扬会通河之名，打造“会通”系
列文化地标。这个文化地标应该作为
运河文化的新载体，可以把文化遗产转
化为文旅资源。经多方考证，我在2023
年提出把这个载体明确为“会通驿

站”。在构想里，“会通驿站”是经济和
文化的统一体，“会通驿站”系列具有文
化地标展示、流量经济导引、运河演艺
活动、驿站自驾服务等功能。根据地域
文化特点、特产和非遗品类规划不同内
容的“会通驿站”，但是它们之间有共同
点，像儒家文化地标建筑文庙一样有统
一的规制，“会通驿站”也要有共同的标
配。希望“会通驿站”成为山东省落实
文化“两创”的探索项目，在运河沿线发
挥驿站的连接功能，整合沿岸城市的人
文旅游资源，形成一个“流量经济”的绿
色通道。

三、打造“会通驿站”文商旅
品牌，更新文旅布局，为山东大运
河文化旅游提供服务保障

当前，文旅产业因其高融合性和
带动性，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关
键力量。山东省运河沿线地市虽文旅
资源丰富，但碎片化的文旅布局已经
无法适应现代人的新需求。文旅产业
在各地蓬勃发展，运河主题文旅项目
不仅要创新，还应丰富多彩，增加公众
的体验感和娱乐性。今年 9 月 11 日，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推
进活动暨山东大运河文化旅游精品线
路发布仪式在济宁微山县举行，10 条
山东大运河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在现场
发布，致力于打造“听得见、看得着、可
触摸”的山东大运河文化休闲体验之
旅。沿着大运河游山东，每条线路都
在五地市选了景点，5天以上的行程安
排，为构想的“会通驿站”系列提供了
应用空间。如果运河沿线五地市都有

“会通驿站”，就可以为活动参与者提
供更好的文旅体验；山东运河一盘棋，
配套内容跟得上，活动组织效果可以
事半功倍。

希望“会通驿站”应时而生，丰富大
运河公园项目，让鲁风运河绽放时代光
彩。

（本文系作者在山东省第九届运河
论坛上的发言，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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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会通南北的文化标识
——沿着运河访文庙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