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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申遗时代大运河（杭州段） 

遗产保护问题研究
*1 

——从历史地区环境“完整性”出发 

王晓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0013） 

【内容提要】：遗产运河具有文化线路的典型特征，既囊括了种类繁多的遗产类型，同时具有整体价值大于各部

分价值相加的特征。运河遗产在申遗的过程中尽管是以遗产点、段的方式申报，但是鉴于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遗产

特征，其“统一体”和“整体价值大于部分之和”的遗产特征便不得不强调从“整体性”方面来认识其保护方法。

后申遗时代，大运河（杭州段）遗产保护要以整体性保护思路为指向，在强调运河遗产历史层积“原真性”和历史

地区环境“完整性”前提下，使遗产保护行为能应对当代变化，并实施“活态保护”。 

【关键词】：后申遗时代 大运河（杭州段） 遗产保护 文化线路 整体性保护 运河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Ａ 

一、大运河（杭州段）遗产运河的地理范围 

大运河（杭州段）在历史上属于“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在其开发疏浚的历史上曾经有数条不同名称的水道，构成

江南运河、浙东运河的水网。在当代的层面理解大运河的网络，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上认识：狭义上讲，大运河（杭州

段）指的是今大运河杭州段干流河段，即江南运河杭州—嘉兴段、浙东运河萧山—绍兴段；广义上讲，大运河（杭州段）指的

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但已经消失的和现今仍然存在并使用的，杭州市域范围内所有运河干流和支流水系。因此从产生的历史和

河道水网来看，历史上“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历史文化遗存的积淀共同组成今大运河（杭州段）文化遗产。 

（一）江南运河杭州—嘉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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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运河：江南运河北起江苏镇江西北京口港与长江相接，东南经镇江丹徒、镇江丹阳、丹阳吕城镇，常州奔牛镇、常州

城区，无锡南部，苏州望亭镇、苏州城区、苏州吴江区、吴江平望镇；经浙江嘉兴诸城镇，折而西南，再经嘉兴桐乡崇德镇、

海宁长安镇，过杭州临平区，循今杭州上塘河至杭州南通于钱塘江
［1］

。 

江南运河杭州—嘉兴段在用河道：江南运河杭嘉段南原起于杭州艮山门，京杭大运河干流和钱塘江沟通后，起于钱塘江北

岸三堡船闸，经杭州艮山门、中山北路桥、江涨桥、大关桥、拱宸桥、义桥、武林头，到塘栖，东线经杭州五杭去桐乡、嘉兴，

中线北去德清，在杭州境内全长 52千米，京杭运河历史上曾经产生过诸多支线，包括上塘河、奉口河、余杭塘河、崇长港、二

十五里塘，以及历史上作为运河通往钱塘江口的航道的中河、龙山河。 

（二）浙东运河萧山—绍兴段 

浙东运河：浙东运河西起杭州滨江西兴码头，东向经浙江萧山、绍兴、余姚、宁波等至江苏镇江甬江口，干线全长约 238

千米，分杭州、绍兴、宁波三段。萧山—绍兴段又称西兴运河，西起杭州滨江区西兴街道，向东流经杭州萧山区的北干、城厢、

新塘街道以及衙前镇，进入绍兴境内，长 20余千米
［2］

。 

浙东运河萧山—绍兴段在用河道：浙东运河萧曹段（萧山西兴码头—曹娥江运口）为浙东运河遗产西段主线，全长 78.5 千

米，包括萧绍运河（西兴运河）和绍虞运河（山阴故水道）两段，连接萧山西兴至绍兴城到曹娥江运口。杭州段西起滨江区西

兴街道，东向流经萧山区北干、城厢、新塘街道、衙前镇，进入绍兴境内。 

二、大运河（杭州段）列入世遗名录的遗产点 

大运河（杭州段）列入世遗名录的遗产点（图一），分别为江南运河杭州段（余杭塘栖—杭州坝子桥、杭州塘、上塘河）、

浙东运河主线、杭州中河—龙山河，杭州凤山水城门遗址、长安闸遗址、富义仓、拱宸桥、广济桥、桥西历史街区、西兴码头

和过塘行遗址，绍兴八字桥历史街区。大运河（杭州段）连接江苏扬州、镇江、无锡、苏州，浙江嘉兴、绍兴、桐乡、湖州等

市镇，沟通钱塘江、曹娥江、杭州市内河道等水系，形成四通八达的水系网络，历经千年的发展与演变，至今河道水系基本保

护不变，并持续通航发挥着交通运输与水利功能。 

三、对运河遗产整体性保护方法特征的认识 

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一种特殊类型，遗产运河既有文化线路的典型特征，即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关于《文化线路宪章》（2008 年）中所强调：“文化线路代表了一种影响文化遗产演变和

扩展的新思路，以及对文化遗产背景环境和相关区域的整体价值之重要性的认同趋势，同时也揭示了拥有不同层面文化遗产的

宏观结构。”
［3］

同时也拥有作为遗产运河的特殊特征——既囊括了种类繁多的不可移动遗产类型，包括古市镇、古遗迹、运河

水工遗产等，又在这些遗产各自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价值。因此对运河遗产的理解应更加重视各遗产点之间的内在精神联

系，综合其广阔的自然和文化背景探讨整体性保护方法。“更加全面的遗产概念需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中用新的视角来看待，以

更准确地描述和保护文化遗产与自然、文化和历史环境间直接而重要的关系。”
［4］

在此基础上遗产运河保护思路应该重视几个

关键因素：一是作为遗产运河基础组成部分的物质要素，即运河遗产申遗文本中所列出的运河遗产的河道、水工、市镇三个层

面；二是寻找并明确遗产运河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即运河文化，形成遗产运河线路的内在连接；三是认识到遗产运河的动

态引起数千年人类活动的内在精神动因，以及认识到在当下的环境中运河遗产仍然处于使用中，面临生动的变迁并影响沿线居

民生活；四是对自然和文化环境的重视，要认识到区域环境提供了运河遗产的背景、赋予它独特的氛围，成为构成运河精神的

文化和自然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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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大运河（杭州段）遗产线点、段示意图 因素，强调在时间、空间中 

由于作为文化线路的遗产运河具备以上多种复杂的特征，便不得不从“整体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来认识并依此制定

其保护方法。因此，在这里运河遗产的“整体性”保护问题有必要联系到“历史地区环境”的认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6年

通过《关于历史地区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每一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应从整体上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其协

调及特性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联合，这些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建筑物、空间结构及周围环境。因此一切有效的组成部

分，包括人类活动，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对整体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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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运河（杭州段）整体性保护路径 

（一）遗产本体——运河遗产本体的价值完整性 

申遗成功之后，大运河（杭州段）的遗产保护首先面临着运河遗产的全面整理，正如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刘曙光所言：“‘整

体保护’应该把那些自身价值非常突出但又未列入世遗清单的运河遗产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把它们在未来进入世遗清单作为

新的工作目标。”
［6］

 

1.列出保护清单 

建立运河遗产的信息登录平台，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对沿线进行遗产调查，应该从文化线路的整体联系中理解每个遗产点

的价值，列出具有保护价值的遗产清单，包括遗址湮灭但仍然保持地望、地标的遗产，并据此列出保护清单。（1）对已经列入

遗产点，但未能实施保护措施的遗产进行保护和展示，如表一、表二对比显示，已经列入遗产保护名录的 11处遗产之中，仍有

部分遗产虽然已经得到发掘，但是未能进行充分保护展示，如浙东运河萧绍段古纤道。（2）已发掘并列入省市级保护单位，但

是未能列入遗产名录的补充点（表一—表五），亟须将其纳入运河遗产保护清单系列。（3）建立持续性、动态性的登录平台。

不停扩张的建设有可能随时损毁某些未能被发现的遗迹，除了依托省市级的文物普查之外，应该建立开放的信息平台，促成运

河沿线管理组织、吸纳普通市民上传相关的文物资源信息。 

 

2.实施分类保护 

大运河（杭州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11 个点、段，包含 6 个遗产点、5 段河道，河道总长度 110 公里。其中主要为河

道遗产，以及河道上的古桥梁、水闸、码头等运河水工遗产，同时包括因运河而生的历史街区，经过初步调查尚有其他未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但具有保护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 57项（表三—表五）。此段运河沿线共有水利工程遗产 43 项，包括河道 5 项、

水利工程设施（闸）11 项、航运工程设施 20 项（桥梁 13 项、埠头群 2 项、码头 1 项、古纤道 4 项）、古代运河设施和管理

机构遗存（仓库）7 项，其他运河物质文化遗产共 1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与运河活态遗产价值联系紧密且具有恢复价值的共

10 项（木船制造、石桥建筑等水上基础设施建造技艺，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船民习俗，运河节日，水乡婚礼，吃咸茶，河神

信俗，茶馆与曲艺，水路班子与茶园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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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道本体 

河道本体保护方面，在保护区和缓冲区内实行原模原样保护，除了必要的建设工程外，在大运河遗产区内不得进行工程建

设。依据中国大运河申遗说明文本，遗产区的设立一般为河道本体外扩5米、道路外扩20米、历史街区外扩40米，缓冲区的设立

多为遗产区外扩40～240 米范围划定。由于一些历史边界难以准确确定，保护范围应随考古发现及时进行调整。此外，还要进

一步疏通河道网络支线，增强大运河河流的整体流向；同时逐步清理或搬迁保护区、缓冲区内已建成的不具备文物价值且影响

景观和环境的建筑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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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工遗产（表四） 

河道水工遗产作为依附在河道之上的物质遗产，主要侧重桥、闸遗产本体的原真性保护，进行原汁原味的保护性修复，保

护其外观、形制和风貌，对已经不存在的遗址不再恢复重建，采用标志物的方法加以展示。随着某些河段的改道、湮废及建设

导致的隔断，许多水工遗址从地理上看与河道本身联系已经不甚紧密，对于此类遗址除了设立标志之外，须整理小尺度交通环

境、重建其与运河河道的联系，并综合遗址及其周边环境要素，营造公共活动空间。 

 

（3）运河市镇、历史街区、历史建筑（表三—表五） 

运河市镇作为人居生活的聚落，是产生各类型遗产的背景环境，作为相对完整的文化遗存，仍有繁茂的日常生活，社会关

系更容易组织，以市镇为中心进行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的保护更新，能够将文化的辐射力发挥到最大。遗产保护者要充分认识

旧的街道、市镇、聚居区所产生的历史脉络，尊重它们本身的话语环境、人文记忆，尊重和保护市镇、街区原有的自然景观和

人文基底，实行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改造，延续居民的日常生活，促进现代人居环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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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运河历史文物 

已列入国家、省、市各级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遗产，及新补充列入名单的遗产进行等级评估后都要统一纳入运河遗产清单，

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保护。 

3.保护规划与保护立法 

2009 年，《大运河（杭州段）保护规划》出台，但是由于缺乏配套的立法规定，运河周边难免仍然面临被现代建设侵蚀的

现实。2016 年 6 月《杭州市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明确保护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

设施遗存，明确遗产区建设项目要求和对违章建筑的处罚规定。笔者认为，出于大运河遗产景观完整性及其审慎开发的考虑，

政府相关部门应着手制定《杭州大运河遗产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对更广泛的城市或地区联系进行全面的研究，明确规划运河

沿线土地使用、城市基础设施、道路系统、通讯网络，保护区域与其周围地区的相互联系；逐步提出分类保护细则，包括制定

《运河遗产建筑和船闸、运河住宅和景观管理手册》、《运河植物保护管理方案》等围绕运河遗产保护行动的主题性手册，作

为运河保护规划和保护立法的补充。 

（二）遗产环境——运河遗产的历史环境完整性 

运河历史地区环境的价值包括对时代、历史要素积淀的记录和理解。历史地区是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层层积淀而产生的

城市区域，包括更广泛的时空背景及其地理环境，包括地形、地貌、水文及自然特征、建成环境、土地使用模式和空间安排、

感觉和视觉联系等。 

1.运河周边水陆交通的组织 

为了强调大运河遗产保护区在功能和生活方面与现代城市的融入，需要营造保护区域与城市区域互依互利的良性共生关系。

通过对水陆交通组织的系统梳理，打通运河与周边城区的沟通互联。 

（1）运河绿道系统建设。在景观资源调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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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基础上，规划建立运河沿线绿道系统，有机连接沿线自然、人文资源，加强沿河分布遗产点与运河的交通联系，维护

运河遗产游憩交通的完整性。绿道系统应该包括：慢行系统设施、两岸及水生植物系统、生态保护设施系统、遗产标识和解说

系统。规划绿道慢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设立沿线的遗产点说明标志牌，覆盖完善的信息服务设施；通过绿道系统连接遗产廊

道 3 公里范围内相关遗产点，除了保证依附河道的遗产的可达性之外，还应包括街区、市镇、距离较远的河埠头、历史建筑、

古遗迹等，使沿线各遗产点—街区—市镇串连起来，形成完整的游览系统。 

（2）除了保持绿道系统内部联系通达之外，还要打通运河绿道系统（主要为步行和自行车道路）与城市交通要道之间的节

点，设置出口和标志，使得城市居民、社区居民能够通畅地进入绿道系统。控制城市建成区与运河相邻的边界，遵循景观的完

整性和连续性要求，保持运河与濒临区间畅通的联系及相互间的开放性。 

（3）形成运河内部水运交通组织系统，沟通杭州市主要水系骨架——钱塘江、运河、西湖三水及市内河道水网。通过设立

更多的“水上公交”扩大水上交通组织，使钱塘江—运河—西湖—西溪—主城区主干河道通航，打通杭州主城区内河道水系的

交通互联。 

2.运河两岸景观生态的完整性 

古运河原貌可从描绘运河杭州拱宸桥段的绘画《古运河盛景》（复原品，现藏于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略知一二：画面

以运河宽阔的水面引入，沿岸木构坡屋顶房鳞次栉比、大小桥梁错落，舟楫云集、游人如织、倒影如画，河面及沿岸的建筑、

草木构成具有独特美感的画面。当代运河沿线除核心遗产点、段之外，沿线的陆地大多被建筑工地、居民小区所覆盖，其他景

观要素主要有工厂码头、荒野地带、江南农田、人工植物屏障等。遗产保护者应该充分理解运河的景观绵延特征，善用运河在

城市生态保育中的作用，勾连两岸景观点、段，修复景观效果不良的区段，构建连绵的运河景观系统。 

（1）打通景观视线通廊。考虑运河与两岸的视线和空间关系，新建高层建筑物须以运河河道为视点作视线和景观分析。严

格控制建设控制区内建筑的高度、体量、色彩，保持其风格与运河河道景观协调。维持大运河富有生活气息的景观特色，控制

沿河建筑群组织方式，使运河两岸组成平缓、柔和的轮廊线，留出沿河敞开空间进行树木绿化和林带培育，营造富有休闲气息

的公共活动空间。 

（2）制定滨水土地开发利用规划，为可持续的水岸规划制定指南，识别、促进保护历史地区的风景、历史和生态特征。开

发行为应当降到最小值，必要的建设中采纳最小影响的设计，以减少对鱼类、野生动物、自然以及岸线的影响
［7］

。 

（3）充分理解不同地点的历史要素和景观特征对运河未来发展的影响，促进历史地区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融合，保留历史建

筑、河埠头、古纤道、海塘等其他体现运河历史文化特征的景观要素，围绕这些要素组织公共活动空间。 

（4）促进自然生态环境功能。设立自然生态保护区，保护运河支线湿地、荒野林带、自然植被、农田、村落。维护运河自

然而生的河岸，保持其自然蜿蜒的形态，不人为硬化，保存植被的天际线效果，通过野生的树木、灌木、草和水生植物软化、

复活岸线。 

（三）遗产活化——运河遗产保护的当代作为 

2009 年版《活态遗产保护方法手册》中，活态遗产被认为是“在特定的空间与时间中，对精神与物质需要的表现，这种表

现持续影响着社区居民的生活”
［8］

。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无疑具有天然的活态特征，今天在杭州市区，仍能看到运河沙船来往

如织，船民夫妻在船上劳碌营生。为了实现运河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遗产保护行为要主动介入城市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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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沿河而居——将运河保护转变为建设的动力 

运河河道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其意义并非仅仅是“漕运”，更是生活居住的地方。由于运河众所周知的价值，沿运河河道密

集开发房地产项目就无足为怪，但大多数开发行为很少考虑运河周边景观、文物要素，因此造成环境、景观、文物等方面的破

坏。申遗成功之后，运河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除了需要以严格的规划和立法措施来规范建设项目之外，更可以采取文化驱动的

开发模式，带动地区的历史、文化、生态保护。来自英国环境规划师伊恩·伦诺克斯·麦克哈格（Lan Len⁃nox McHarg）关于公

路的指标设计，一反唯经济计算为指向的以建设交通设施为由将城市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肢解的公路建设模式，将道路建设看作

是能够产生新效益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一个自然、人文、居住环境等诸多要素成本叠加的计算模式，这些要素包括“美丽的河

流、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区和建筑物、宝贵的公园”，最终人们认同“最好的路线应是社会效益最大而社会损失最小的路线”
［9］

。

以历史地区环境要素价值为指向，大运河（杭州段）的遗产保护可以成为一项叠加自然、人文、生态、居住等功能要素的公共

政策。引入地区开发中运河文化遗产保育协同的做法，新建项目立项之前进行包括自然环境、历史遗迹、生态环境等要素的综

合评估，新建房地产、大型交通道路、综合服务设施等主体有责任进行自然环境、历史遗迹、生态环境三项保护和培育；建设

中除了保障居住、交通、公用功能之外，还要兼顾保护运河历史文物及其环境，保护土地、水体、空气和生物资源，促进城市

有机更新，完成居住、娱乐、公共健康、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公共目标。遗产保护机构要联合其他政府部门，通过历史资源引导

性开发政策，使得文化历史特征保护成为运河开发的前提。 

2.精神感觉的完整性——新运河文化的养成 

在运河千年流淌过程中形成的无形精神、生活方式、地方传统是维持文化体验的无形遗产。对于依托于人的生活及肉身的

接受度的文化来说，脱离了本身生长、传播和接纳的环境，其生命力就大大降低。今日也有人对陈列“过去”的博物馆提出质

问，“把亚洲放在坛子里，亚洲就会腌干，成为经典”，“活的群众从来不被收藏，因为他们太不整齐，毫无经典性，那时的

青春、那时的劳动／饥饿在观赏中变得美丽”
［10］

。所谓无形文化遗产的保存是对应于工业时代的产物，基底环境的消失比任何

情况都更能彻底摧毁其生存状态。当前的命题更多是如何使得无形文化从静态走出来，以某种方式活在新市民的生活之中。2011

年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ICCROM）将活态遗产项目更名为“活态遗产——促进以人为中心的保护方法”，突出了希望通过社区参与遗产保护

来更好地展示遗产的文化价值这一观点
［11］

。依托运河住区及其周边河道环境建设社区博物馆，形成生活技艺和社区回忆的活态

空间是环境营造的一种途径。运河社区博物馆在促进活态保存和再生产中要发挥主要作用：（1）社区博物馆主要由社区居民发

起、维护、管理，是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地区发展的工具。（2）以运河文化保存和传习为主要内容，形成社区群体关于运河共

同记忆的交流对话平台，关于这一共同记忆的文化价值将形成社区共同体的粘合剂
［12］

。社区博物馆依托已有的历史建筑或者旧

有运河自然公共活动空间作为场所，通过“使用”促进民众自发保护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肌理。（3）以“把居住的运河变得更

美”这一理想为中心，鼓励社区实践行动，包括针对大运河遗产的特征制作主题管理保护守则，以社区为单位组成志愿者队伍

进行遗产价值宣传、运河遗产再发现、为运河景观保护提建议、参与运河生态环境保护等行动，参与运河相关节庆活动的发现、

组织工作，鼓励居民以运河元素营造社区文化等。（4）社区博物馆强调居民生活的直接相关性，即社区记忆，通过社区博物馆

保留和发现地方性资源，重建地方自豪感、重现地方的价值、重塑传统景观和生活方式，并依托地方性资源形成新的复兴契机，

连接地方性遗产与社区未来发展。 

［1］陈桥驿：《中国运河开发史》，中华书局2008年，第329页。 

［2］浙江省文物局：《大运河遗产》，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国家文物局：《申报世界遗产文本——中国大

运河》，第166页。 

［3］［4］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文化线路宪章》，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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