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 月 4 日

责任编辑 罗敬宇 美术编辑 赵 敏8

万里长城：
正织就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

文化公园

跨越两千年，纵横四万里，长城

见证了历史沧桑巨变，也见证了中

外文明交流。

不久前，参加国际雪车联合会

雪车和钢架雪车世界杯延庆站比赛

的外国运动员登上八达岭长城。运

动员们沿蜿蜒曲折的城垣前行，穿

越烽火台，俯瞰岭上风光，感受长城

雄伟气势。

来自加拿大的钢架雪车运动员

简·钱内尔表示，爬上长城，感受中

国这一古老的遗迹，真是一次特别

的体验。

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勤劳智

慧的结晶，是世界上规模、体量最大

的线性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象征。作为北京乃至全国最具

人气的长城段落之一，八达岭长城

早已成为世界感知中华文明的重要

窗口。

“丰富多彩的长城文化活动正在

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登上长

城，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深入了解

和挖掘长城文化，近距离感受长城

的独特魅力。”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

旅游局研究馆员范学新认为。

2023 年 5 月，2023 中国·天津

黄崖关长城国际马拉松赛在天津市

蓟州区举行，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1000 余名马拉松爱好者参

与角逐。

活动自 1999 年至今，已成功举

办 20 届，成为国际马拉松协会一项

重要赛事，被国际田联确认为国际

标准山野马拉松路线。参赛者在体

验比赛的同时，也在充分感受蓟州

古城雄关，体味中国北方独特的文化

韵味和民俗风情。

除去文化属性和象征意义，很多

研究表明，长城本身也具有开放和交

流属性。

长城防御体系研究专家、天津大

学建筑学院教授张玉坤团队通过对

明长城全线超九成人工墙体进行分

辨率接近厘米级的连续拍摄，甄别出

130 多处暗门实物遗存并首次构建

其“家族图谱”，向世人揭露了长城的

“秘密通道”。

张玉坤表示，暗门更多的是两侧

交流的通道，这一发现证明长城并不

是完全封闭的，而是在有秩序地“开

放”。

在长城地带出土的一些文物也

将千百年前的文明交流故事展现给

世人。近期，陈列在内蒙古博物院的

一件距今 2000 多年的青铜器吸引了

众多游客。青铜器上，胡人和汉人围

着熊熊篝火翩翩起舞，其乐融融。这

件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名叫舞人与

兽纹铺首衔环耳青铜壶，出土于长城

沿线的内蒙古凉城县。

内蒙古横亘着秦、汉、金、明等

11 个历史时期的长城，总长度达

7570 公里。这片长城地带不仅是农

耕和游牧生产方式交汇地带，而且

是多民族文化碰撞的特殊文化地

带。千百年来，在长城地带“遗落”的

大量精美文物，犹如一颗颗珍珠串

起民族交流、文化互鉴、贸易往来的

印记。

渊张宇琪 李春宇 白佳丽冤

河北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提质加速

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高质量推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近年来袁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聚焦

野四渡赤水冶红色文化资源袁实施系统性

保护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袁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古蔺段建设稳步有序推进遥

坚持保护优先 守护野红色家底冶

据统计，古蔺坚持普查全覆盖，调

查、认定、登记革命文物 500 余件、遗址

遗迹 300 余处，动态完善红色资源名录

库、档案库、资料库和文物地图“三库一

图”。目前，古蔺拥有长征不可移动文物

46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1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 处；拥有长征

可移动文物 226 件套，其中一级文物 3

件套、二级文物 14 件套、三级文物 95 件

套。古蔺精心编制《四渡赤水红色文化

传承带规划》，按照原材料、原工艺、原风

貌、原居民“四不变”原则，完成太平机要

馆等文物本体修缮 38 处，提升打造白沙

会议旧址等核心展示点 42 个。

坚持统筹谋划 狠抓项目建设

根据国家和省市规划，古蔺县高标

准编制《古蔺“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传承

带旅游专项规划》《四渡赤水二郎太平核

心展示园建设保护规划》和《古蔺县红色

文化传承带建设实施方案》，以项目建设

为抓手，打造四渡赤水红色文旅融合示

范区。围绕红色文化传承工程、红色旅游

融合工程、红色主题教育工程、红色交通

配套工程、红色形象塑造工程“五大工

程”，精心包装项目72个。近年来，古蔺县

整合各项资金 10 亿元，完成九溪口渡口

提升项目、太平 - 二郎连接线重要节点打

造项目、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泸州四渡赤水

分院古蔺教学点等 20 个重点项目建设。

举办“赤水河之声”音乐节等 5 大主题红

色文化交流活动，推出《四渡赤水在古蔺》

《赤水河上的密电码》等文艺精品。

坚持文旅融合 深耕红色沃土

古蔺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

响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县、中国酱酒

之乡、中国天然氧吧“三大核心 IP”。为改

善旅游设施，古蔺县整合投入各级各类

资金 16 亿元，实施“红色经典游线 + 骨

干道路”联通工程，推进文旅大数据中心

和汽车露营地建设，全面升级 18 个景区

步行道、厕所、应急救援等设施，建成太

平四渡赤水旅游集散中心，开通城乡旅

游专线联通 6 个景区。同时，推出生态旅

游、研学旅游、民俗旅游、红色旅游、酱酒

体验游、乡村休闲游等精品路线 6 条，建

成投用红色旅游“十大项目”，四川长征

干部学院泸州四渡赤水分院古蔺教学点

开展培训 1500 余期、7 万余人次。

渊据新华网冤

运河文化元素袁融入建筑空间

站在北京市通州区北关分洪枢纽旁

的大光楼上眺望，北运河平阔如镜，宛如

一条飘带伸向远方。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

段，北运河流域横亘京津冀，北京段占整

个流域面积的 70%。从积水潭流出的清

波，沿着通惠河流向通州，再奔向东南，与

天然河道潞水汇合，直向天津而去。

“远看通州城啊，好大一条船啊，高高

燃灯塔呀，是条大桅杆……”在通州，至今

仍流传着这首“船工号子”，富有节奏感的

号子声重现了古运河上漕运兴盛之景。设

计师也将古运河图景中的船、帆、水等元

素融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建筑空间，使

之成为镶嵌在城市绿地中的“古韵风帆”

“运河之舟”。“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总建筑

面积 9.97 万平方米，由共享大厅、展陈大

楼（主楼）和休闲水街组成。共享大厅屋顶

状如船只、坚实厚重，主楼屋顶形似巨帆、

高高扬起。”负责博物馆设计建设的北京

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大

项目总监陈宏达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离最近的运河故道遗迹（考古调查发掘

地点）仅有 600 米。上世纪 90 年代初，

在通州运河故道中出土过小型沉船和瓷

器。”首都博物馆展览部研究馆员高小

龙介绍。

展陈贯通千年袁勾勒幽燕风华

通南北千里，润幽燕风华。大运河

始于春秋时代的邗沟，由京杭大运河、隋

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 3 部分组成，到现

在已有 2000 多年历史，是世界上流经

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古代运河。它见

证了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历程，书

写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壮丽篇章，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

今天的运河沉静而平稳，让人难以

想象历史上的惊心动魄。“北京大运河

博物馆基本陈列‘京华通惠 运河永

济———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陈列’位

于展陈大楼二层的 4 个展厅。展陈采用

历史分期方法，根据大运河的发展特点，

以时间为序分为 8 个部分，通过超过

1000 件（套）文物、艺术品，还原大运河

发展演变历史，展示大运河与北京的密

切关系，展现运河沿线人文历史价值内

涵。”首都博物馆副馆长谭晓玲说。

千百年来，大运河及相关漕运水系的

出现和发展对北京城市的经济繁荣发挥

了重要作用。大运河在北京地区蜿蜒曲

流，穿越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

州、顺义 7个区，沿线文物遗址分布密集、

年代跨度大、类型丰富。近年来，随着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步伐的加快，大运河

北京段沿线的历史文化遗产家底摸清，燃

灯塔、张家湾古镇、桥闸码头、白浮泉大运

河源头、永通桥等运河遗迹加速修复……

沿线 50 余处水闸、桥梁、堤岸、河道等古

建筑、古遗址得到修缮保护，水体得到治

理，古运河焕发了新的光彩。

运河沿线风貌也在艺术作品中得到

呈现———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陈大

楼二层，一幅长卷《北京大运河揽胜图

卷》映入眼帘。这是由北京画院 8 位艺

术家专为博物馆联袂创作的画卷，长

27.4 米、高 0.5 米，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描

绘了大运河北运河段从白浮泉起始，流

经北京市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再延伸

至天津的壮丽景致。画面巧妙地融合了

沿途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北京的标志性建

筑，不仅展现了大运河的古老风貌和现

代变迁，而且以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魅

力，诠释了大运河的文化内涵。

首都博物馆展览部策展人赵雅卓介

绍：“开馆之际，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将围

绕大运河与北京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以人、水、城为内容主线，从人文地理视

角、生态文明高度展示北京城市发展历

史、建设成就，推出一系列重磅展览，与

首都博物馆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共同诠释

‘都’与‘城’的关系。展陈体系由基本陈

列、专题展览、临时展览、开放展示 4 大

类型构成，着重展示运河上的北京文化、

北京的运河文化。”

多元沉浸体验袁南北文化交融

2023 年 12 月 17 日，由国家级非遗

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领衔制作

的铜船作品由浙江杭州临平区“驶进”北

京大运河博物馆。

铜雕匠人依据明代宋应星《天工开

物》、明代海防著作《筹海图编》和国家博

物馆收藏的《潞河督运图》，从结构、尺

度、设备等细节复原 3 艘铜船，再现中国

古代漕运船面貌。其中，最长的是可用于

海运的遮洋船，长达 19 米。其次为漕舫

船，船长 15 米，可载 5000 石粮食，也可

搭乘客，较为华丽。最短的为漕运驳船，

也有 12 米之长。

千百年来，漕运船是大运河连通南

北的物质纽带，促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

的交流。北京城里曾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大运河上漂来的北京城”。隋唐

时期，大运河南连余杭等江南富庶之地，

北达涿郡等军事重镇。依托运河之便，北

京这处曾经的北陲边地逐渐靠近了历史

舞台的中心。到了元代，随着通惠河开

凿，京杭大运河全部航道贯通，一艘艘载

满货物的漕船，循河直入大都城内积水

潭。“基本陈列展出的清乾隆款景德镇窑

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等文

物，展现出大运河贯通南北对北京城市

功能的提升、政治中心地位的巩固、地域

文化特色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伴随着

水运交通的畅通，物资交换、人员交往、

风尚交融，京师文化传播辐射到运河沿

线，形成南北融合、中外互鉴的开放格

局。”赵雅卓介绍。

多元化的沉浸式体验，也是北京大

运河博物馆的一大亮点。开馆后，北京大

运河博物馆将携手通州区各博物馆，推

出“运河有戏”演艺周、“运河有约”惠民

月等主题活动，将伴河而生、因河而兴的

民歌、曲艺、戏曲等运河沿岸省市世代传

承的传统艺术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里活

态呈现，让观众沉浸式体验漕运时代的

文化气息。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外，北京艺术中

心“文化粮仓”与北京城市图书馆“森林

书苑”巍然耸立，与“运河之舟”一道，构

成大运河千年漕运的新航标、北京城市

副中心的文化新地标。三大文化建筑的

兴建与开放，预示着见证过城市沧桑巨

变、承载了宝贵文化记忆的北京大运河

文化带，将以崭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新时代的航程中，以水波为文字、白帆

为标点，继续书写独具风采的历史华章。

渊施芳 曹怡晴冤

2023 年 12 月 27日，历时
4 年建设，位于北京城市副中
心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
博物馆东馆）“运河之舟”、北京
艺术中心“文化粮仓”、北京城
市图书馆“森林书苑”三大文化
建筑正式向公众开放。

根据《北京市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北京
将打造具有首都标准、北京特
色、时代气象的北京市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而三大文化建
筑是其中促进大运河沿线文旅
融合发展的重要工程。北京大
运河博物馆肩负着讲好大运河
故事、讲好北京故事的重任。

古韵风帆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运河之舟
扬起

铜
制
漕
舫
船

清乾隆款景德镇窑外粉彩内青花
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

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鸟瞰效果图袁近处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古蔺段

2023 年 12 月 19 日，登上“天下

第一关”———山海关镇东楼眺望，远

处的角山长城巍峨壮美。在这里，用

于实时监测的光纤正准备铺装。“光

纤传感技术使用后，可对镇东楼实

施连续的云端监测，及时反馈城台

和城楼本体稳固性以及含水量等数

据。”同行的秦皇岛市山海关区长城

学会会长郭颖介绍。

近年来，河北省长城本体保护

从原始人工巡护、手写长城日志，到

借助科技力量采集长城信息、建立

数字化档案以及监测、研究体系，长

城“体检”不断向智能化、可视化方

向发展，为长城本体“强筋健骨”打

下了坚实基础。此外，河北省持续完

善长城保护员制度，打造了一支千

人长城保护员队伍，不仅涌现出张

鹤珊、乔国华等数十年如一日巡护

长城的先进典型，还出现了韩永富、

张鹏等一批以科技巡护长城的“2.0

版长城保护员”，实现了两代长城保

护员巡护长城的接力守望。

河北省还大力推动长城沿线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长城文物和

文化资源的多元整合、数字展示与

场景化创新，首创首发“可阅读长城

数字云平台”，通过 VR 全景、图文视

频等形式，全面展示河北长城重要

点段及周边地区的文化遗产、自然

景观等。同时创新打造了山海关智

慧旅游中心等一批智慧景区示范点

和数字化项目。

“我们村不但有长城文化，还有

满族文化和闯关东文化，这些都是

文旅融合发展的宝贵资源。”2023 年

12 月 19 日下午，秦皇岛市山海关区

孟姜镇北营子村党支部书记李成锁

引着记者走进村史馆，馆内展示的

马鞍、毡鞋、古城砖等老物件以及照

片、史料讲述着北营子村的历史沿

革、乡土风情。“发展特色乡村游，得

激活这些文化资源。”李成锁说，北营

子村依托长城资源推动文旅融合发

展，一定会越来越好。

依托长城保存状况好、文化价值

高、分布较聚集、景观条件较好的重

点点段，河北省全面优化长城文旅产

品品质，创新长城文旅服务供给，形

成以文化丰富旅游内涵，以旅游带动

文化消费的长城文旅融合发展新格

局。同时，统筹长城沿线各类乡村资

源，大力促进长城沿线乡村旅游整合

化、特色化、品质化、规模化、集约化

发展，形成一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助力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

日前，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北营子

村、滦平县花楼沟村、怀来县坊口村

等入选河北长城“十大”最美村落。在

秦皇岛颁奖现场，获奖代表们纷纷表

示，将以此为契机，充分整合河北省

长城沿线文物、文化及旅游资源，高

质量打造一批文旅融合产品，全面提

升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吸引力和竞

争力。

“河北省以科技、文旅融合等赋

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高质量发

展，广泛传播长城价值、传承弘扬长

城精神，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省文化

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河北着力在建机制、强法规、定规划、

重保护、抓项目、促融合等方面不断

探索实践，打造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的“河北样板”，为高质量推进长城

文化公园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

渊史晓多冤

黄崖关长城太平寨段秋景

野天下第一关冶山海关镇东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