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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现存运河中
开凿最早、规模最大、流程最长的运
河。它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
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全长 3200 多千
米，跨越 2500 多年。它的开凿与发
展，打破了“江河东西向”的天堑，铸就
了“国土不可分”的空间认同，是一条
南北交流之河、民族融合之河、文化传
承之河，更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共建共享的千年历程，谱写了一首流
动的史诗。

（一）

先秦时期的运河开凿，使邗沟、荷
水、鸿沟贯通，打破了中国南北地理隔
阂，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密切联
系，运河的开凿将长江文明、淮河文明
与黄河文明串联起来，在客观上强化
了“多元一体”的地理认同。

隋炀帝时期，开凿了由洛阳到余
杭（杭州）的大运河，加强了经济统
治，使江南漕米可以源源不断运往都
城。之后为加强政治统治，便于军队
调度和物资运输，又开凿北到涿郡
（今北京通州一带）的永济渠。历经
六年建设，2500多千米的大运河全线
贯通，密切了南北经济文化、各族群
众交流交融，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
次真正的大一统。大运河把中原文
化带到了南北方，也把北方的草原游
牧文化、南方的鱼米桑茶水乡文化带
到了中原，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
化、互补化和共同繁荣，为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交
通纽带作用。

（二）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
祖忽必烈下令漕运副使马之贞主持开
凿聊城段运河。该段运河北起临清、
南至阳谷张秋，全长97.5公里。由于
聊城一带降水不均，地势落差较大，为
积蓄水源、调节水位，设置了四十多座
船闸，因此这段运河也被人们形象地
称为“闸河”。这条运河“开魏博之渠，
通江淮之运，古所未有”，忽必烈赐名

“会通河”。2002年，聊城在疏浚市区
段大运河时发现了一条元代漕船，随
船出土了一批元代时的生活物品，均
是典型的蒙古游牧民族风格，船底板
缝处清理出一枚钉螺标本，成为大运
河促进南北流通的有力佐证。在元代
大运河截弯取直之后，依托便利的交
通体系，运河沿线形成了通州、天津、
沧州、德州、临清、张秋等一批商业城
镇，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
要空间。

明清时期的运河是在元代运河的
基础上，对重点河道进行疏浚和整治
而成。从明朝初期的“借黄行运”，即
借助黄河河道进行漕运，到清初完成

“避黄行运”工程，120 年间对于大运
河和黄河的不断治理，都体现出我国
劳动人民不怕困难、迎难而上、改革创
新的中华民族精神。

康熙年间避黄行运后，运河漕运
达到鼎盛，聊城也迎来了 400 多年的
繁华岁月，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

“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
会”的美誉。尤其是临清，作为隋唐、
元代、明清三段运河的交汇之处，“兵
民杂集，商贾萃止，骈樯列肆，云蒸雾
澹”。正所谓：“四远方言总不同”，各
民族在这里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
交融，东西南北的习俗既彼此尊重又
交汇融合，因着船闸的关系，各族商
帮、漕运士兵、移民等在此长时间滞
留，间接推动了各民族之间语言、饮
食、习俗的交流互鉴，使这里成为了多

民族集聚区。迄今，聊城拥有50个民
族成份，正是大运河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

（三）

大运河不仅是物资的运输通道，
也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重要渠道。

海源阁是中国历史上北方著名的
私人藏书楼，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
由江南河道总督、著名藏书家、聊城人
杨以增创建。当年因为江南战乱，藏
书家纷纷抛售家财，而杨以增便将这
些散落的文化瑰宝收集购置，再由大
运河运送到远离战火的家乡聊城，修
建藏书楼。海源阁兴盛时总计珍藏宋
元明清古籍4000余种22万余卷，金石
书画不胜枚举。这些珍贵的藏书以实
物形态印证了各民族在文化、历史、经
济等领域的密切联系，彰显了中华民
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文化共生关
系。它以典籍为桥梁，连接起各民族
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感，让人们在追
溯文化根源时，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

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文化共同体特质，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
基与历史支撑。

明清两代，聊城书院林立，私塾遍
布，据《聊城县志》记载，这期间聊城县
考中状元 3 人，进士 99 人，举人 439
人。其中傅以渐是清朝的开国状元，
顺治、康熙皇帝的老师。据说当时清
军刚刚入关，科举考试除了选拔人才，
最重要的是解决“满人和汉人之间如
何平衡”的问题。傅以渐提出，要想国
家长久稳定，满汉两族得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彼此尊重，相互融合。傅
以渐的想法让顺治皇帝十分满意，被
钦点状元。而这想法也顺应了向内凝
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

在大运河的浸染之下，近现代时
期聊城同样涌现出许多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
二战时牺牲在战场的盟军最高将领张
自忠，用鲜血和生命践行的爱国主义，
让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休

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
共的共同体；领导干部的楷模、民族团
结进步的典范孔繁森同志用实际行动
打破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用血肉真
情与生命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
深刻内涵；国学大师季羡林提出的“大
国学”概念，主张国学应突破传统汉族
或儒家文化的狭义界定，应将中国56
个民族及各地域文化纳入研究范畴，
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性。他
的理论不仅在学术上推动了多元文化
的研究和理解，也在实践中推动了中
国各民族文化的一体化进程。

大运河作为沟通中国统一多民族
国家浩瀚版图的水路命脉，从地理上
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联
系在一起。2500多年来，它的开凿、使
用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
成发展的生动缩影，是维系国家大一
统的物质纽带，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
的壮丽史诗。

（作者单位：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
物馆）

大运河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形成和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 纪又方

聊城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类型丰富，包括物质文化遗
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遗产等。这些遗产既是
历史见证，也是重要的地域文化标识。

近年来，聊城在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上成效显
著。在规划层面，编制了相关规划与方案，明确原则，划
定红线，累计投入超10亿元资金，形成“市级统筹+县域
协同”机制。资源整合上，改陈布展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
物馆，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百里运河体验廊
道”，推动各区域形成特色。配套设施方面，构建全要素
服务体系，打造民宿集群，建设文化体验设施，组建志愿
服务队伍。业态融合上，开展“非遗进景区”等活动，开发
沉浸式项目，打造区域品牌，助力乡村振兴。品牌塑造
上，构建传播体系，积极举办活动，推出文艺作品，加强区
域合作。

聊城运河文化遗产资源虽然丰富，在保护利用上已
取得一定成效，但在文旅消费提振方面仍面临诸多问
题。一是文旅产品供给不足。产品层次较低，以观光游
览为主，缺乏沉浸式、互动性体验项目。新型产品开发滞
后，同质化严重，科技融合不足。二是文旅服务消费存在
短板。配套设施不完善，交通接驳不便，智慧化水平低。
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从业人员缺乏专业培训，文化内涵挖
掘不深，消费场景联动性弱，二次消费占比低。三是经济
拉动效应有限。产业融合度低，与农业、工业等融合不
足，未形成产业集群。

为发挥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深化“文旅+百业”、
“百业+文旅”融合发展，提升产品供给能力，丰富消费业
态和场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
精神文化需求，聊城需以“IP 引爆—场景革命—服务升
维”联动，将运河文化从历史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可消费、
可传播的现代生活方式。通过推出爆点、爆款、爆品，让
千年运河在当代焕发青春活力，真正实现“流量”变“留
量”、“文化”变“消费”的跨越式发展。

一是打造超级文化IP，构建情感共鸣。深挖运河文
化内涵，提炼视觉标识与文化意象，开发文创产品。打
造沉浸剧本游项目，以故事脉络串联古迹景点。推出特
色旅游业态，如运河文化宴、“漕帮夜宴”，整合水浒宴
等，配套曲艺展演，开发线上系统。设计运河文化博物
馆卡通形象，开发运河盲盒等，运用数字技术策划活动，
形成社交传播链。

二是推动产品创新与业态重构。培育新型公共文化
空间，通过场景再造增强体验深度，如改造老厂房、老街，
打造怀旧消费场景。围绕青年消费，打造吸引Z世代的
文旅爆点，规划露营区等新兴业态，开发沉浸式项目，策

划特色活动，构建新型文旅模式。发展夜间经济，打造产品矩阵，完善配套设施，
借鉴开封模式，打造夜游新场景。激活赛事经济，以体育赛事为载体，开发体验
项目，推出套餐，构建数字化服务生态。发展康养休闲消费，建设疗愈基地，升级
养生工坊，构建银发旅游生态圈。构建系统化研学产品体系，设立展馆，研发课
程，创建营地。改造提升传统景区，推动业态创新，扶持融合示范项目。

三是强化服务保障与文化传播。启动景区承载力扩容工程，提升基础支
撑能力，将设施建设列为民生工程。整合资源，建立促销活动矩阵，实施IP活
化工程，加强与平台合作，拓展客源市场。强化文旅服务专业化建设，建立培
训体系与认证机制。构建全域智能服务平台，建立监管与响应机制，营造优质
消费生态。

（本文系聊城市2025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两河文化研究”专项阶段性
研究成果，课题编号：ZXKT202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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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是贯穿南北的交通
大动脉，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
繁荣、加强文化交流、推进民族融合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宛如一条
璀璨的珠链，将运河沿线的城市、乡
村、文化遗产和自然风光串联起来，
展开一幅生动多元的文化画卷。

聊城是著名的“两河明珠”城市，
黄河与运河一横一纵，在我市交汇奔
流，深刻影响了聊城运河沿岸的经济
文化面貌，留存了丰富多样的运河文
物古迹，孕育了特色鲜明的运河民风
民俗，形成了具有鲜明鲁风运河特色
的运河文化带。近年来，市委、市政
府在挖掘运河文化上持续发力，完善
配套设施，串联沿线旅游资源，取得
了显著成绩。今年5月，我市印发了

《聊城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
施方案》，进一步明晰了做好大运河
文化保护与文旅融合各项工作的推
进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山东省委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着力打造沿黄
河、沿大运河、沿齐长城、沿黄渤海、
沿胶济铁路线“四廊一线”文化体验
廊道。加快建设聊城运河文化体验
廊道，是我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文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部署，对于传
承运河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
升民众文化福祉等方面也必将发挥
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深入挖掘文化内涵，筑牢
聊城运河文化体验廊道之基

聊城运河文化底蕴深厚，从古老
的河道、码头、闸口，到沿岸的古街古
巷、庙宇会馆，每一处遗存都蕴含着
先辈们的智慧与生活印记。2010年
以来，山东省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对聊
城土桥闸、七级码头进行了考古发
掘，为更准确、更详细地了解聊城运
河的历史变迁、河道演变、水利工程
建设情况，提供了重要支撑。应组建
专业的考古与历史研究团队，对聊城
运河沿线的遗址遗迹进行全面勘察

与系统研究，还原运河历史的真实面
貌，为运河文化体验廊道的建设提供
坚实的学术支撑。

注重对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与传承。聊城运河沿线的民间
技艺、传统戏曲、民俗活动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丰富多彩。东昌葫芦雕
刻、张秋木版年画、临清贡砖烧制技
艺等传承数百年，至今仍充满活力，
并融入人民群众生活之中。应建立
健全非遗保护名录体系，加大对传
承人的扶持力度，鼓励他们开展传
习活动，让这些濒临失传的技艺与
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在此基础上，将非遗文化
融入体验廊道的建设之中，通过设
立非遗展示馆、传习所，举办非遗文
化节、民俗展演等活动，让游客亲身
参与、亲身体验，感受非遗文化的独
特魅力。

二、打造特色文旅产品，丰富
聊城运河文化体验廊道之韵

以运河文化为核心，结合我市沿
线各地的自然风光与特色资源，打造
多样化、个性化的文旅产品，是吸引
游客，提升体验廊道知名度、美誉度
的关键所在。

打造一批具有运河特色的文化
旅游景区。对临清中洲古城、聊城水
上古城、阳谷宋城等现有景区进行品
质提升，进一步挖掘运河文化元素，
丰富景区业态，让游客在游览中深入
了解运河历史文化。开发建设东阿
艾山景区、位山黄河湿地公园等生态
旅游度假区、乡村旅游示范点，实现
运河文化游与黄河生态游的有机衔
接，让游客近距离体验运河文化与黄
河文化的交融之美。

积极开发运河文化创意产品。
以运河文化符号为灵感，设计开发具
有纪念性、实用性与艺术性的文创产
品。如设计开发东昌雕刻葫芦、鲁西
剪纸冰箱贴等手工艺品、纪念品，擦
亮“聊城手造”文化品牌。鼓励企业
与设计师合作，创新文创产品设计理

念，提高产品附加值。通过在景区、
文化场馆、特色街区设立文创产品展
示销售点和线上电商平台等渠道，将
运河文创产品推向市场，让游客把运
河文化“带回家”。

三、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拓展
聊城运河文化体验廊道之域

加强区域协同合作是实现运河
文化体验廊道整体发展的必然要
求。建立健全运河沿线三县（市、区）
之间的合作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联席
会议，共同商讨运河文化体验廊道建
设中的重大事项，制定统一的发展规
划与政策措施，加强在文化遗产保
护、旅游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
销等方面的合作，努力形成聊城运河
文化旅游事业合力。

推进运河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
展。以我市运河沿线的重要节点城
市为依托，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文化旅游产业园区与产业集群。
探索以聊城水上古城为中心，打造运
河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以临清中洲古
城为核心，建设运河民俗文化旅游产
业集群等，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
提升运河文化旅游产业的整体规模
与效益，加大“江北水城·两河明珠”
品牌推介力度，提升聊城运河文化体
验廊道辐射力。

加快聊城运河文化体验廊道建
设，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弘
扬，更是推动聊城文化旅游强市建
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举措。让我们以文化为舟楫，以
创新为动力，以协同为保障，扬起运
河之新帆，描绘聊城运河文化体验廊
道的秀美画卷，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

“6293”工作思路，切实加快“六个新
聊城”建设，增添新动能，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运河学研
究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李鸿章外交档案汇集、整理与研
究 ”阶 段 性 研 究 成 果 ，编 号 ：
24&ZD275）

用心描绘聊城运河文化
体验廊道的秀美画卷

■ 周广骞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聊城段（资料图）

编者按 运河文化是中华民族
共享的精神财富。站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加强大运河历
史文化研究，有助于增强各民族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促进各民
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
统一。本文沿着时间脉络，详述大运
河的历史、对聊城文化事业发展的影
响及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
成过程中的作用，为我市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依据和文
化视角。敬请读者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