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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文博馆群 传承运河文化 推进文旅融合 

——基于“运河之都”淮安的研究 

朱鸿雁 何伟 朱洁 

淮安依水而建、因水而兴，千年运河穿境而过，赋予了淮安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城市内涵，给淮安留下了丰富的

堤坝遗存、涵闸遗存、津渡遗址等水利工程遗产，以及淮海戏、淮扬菜、《西游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快淮安

运河文博馆群建设，进一步传承和保护淮安运河文化遗产，是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彻落实《大运河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的具体体现，也是重塑和彰显淮安“运河之都”城市名片、推进文旅融合的重要举措。 

一、淮安市大运河文博馆群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淮安市始终坚持将运河文化保育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加大大运河文化馆、博物馆、博览馆等场馆建设，初步构建

起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多样化平台。 

（一）文博馆群初具规模 

经过持续努力，目前淮安运河文博馆群体系雏形初现，全市范围内现有淮安运河博物馆（含清江浦记忆馆、淮安戏曲名人

馆）、漕运博物馆、淮扬菜文化博物馆、西游记博览馆以及洪泽河工博物馆、淮阴船闸博物馆、淮河安澜陈列馆等多个场馆。 

（二）遗产保护有章可循 

2018年2月1日，《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办法》颁布实施，正式明确了文化馆（站）、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

构在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的职责和功能，强调要对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较好的村镇、街区等特定区域实施区域

性整体保护。 

（三）场馆功能各具特色 

淮安运河博物馆、中国漕运博物馆、西游记博览馆均创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淮扬菜文化博物馆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以菜为

主题的文化博物馆。依托淮安水上立交枢纽工程建设的淮河安澜展示馆，运用激光成像、发光地图等技术，全面展示淮河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 

尽管淮安市运河文博馆群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比较突出的短板和不足。 

1．建设缺乏整体规划。缺乏市级层面的运河文博馆群建设、使用规划，文博馆建设缺乏整体性、计划性，部分场馆选址不

够科学、布局不够合理、资源不够集聚。如淮扬菜博物馆周边缺少淮扬菜美食街及店面；西游记博览馆既不靠近西游记乐园，

也不紧邻吴承恩故居，未能形成产业链条。 

2．量质均需提档升级。缺少国家级档次的“旗舰型”文博场馆，对公众、游客的吸引力较低。与此同时，相较于全国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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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古街——福州三坊七巷中120多个博物馆、文化馆、陈列馆、展示馆，淮安市与河下古镇、清江大闸景区等区域相配套

的文博场馆仅十余个，数量严重不足。 

3．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依托文博馆资源的文创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仍以旅游观光为主，文创产品单一，市场规模小，缺乏

影响力。文博场馆宣传力度不足，群众对场馆位置、馆藏资源等情况不够熟悉，许多场馆资源闲置、自身造血功能不强，日常

运营较大程度依赖财政输血。部分民间文博资源流落外地，如中国文物学会盐业分会副会长、淮安盐业公司穆家良先生所收集

的盐文化文物，历史价值较高，却被仪征市盐文化馆收集展示。 

4．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经营的积极性低。虽然中办、国办于2017年发文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运

营。但是，全市博物馆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投资，社会资本独资建设的文博馆仅有一家，即：华夏酒器艺术馆。该馆面积仅几

十平方米，以个人工作室为主体，兼及文化产品收藏、展示陈列。 

二、运河沿线省市文博馆群建设的基本情况及经验启示 

近年来，大运河沿线城市兴起一股文博馆建设热潮，从省外情况来看，具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北京、山东、河南、安徽、

浙江等省市。 

从省内情况来看，目前重点推进建设文博馆的兄弟城市主要有扬州、常州、无锡、苏州等地。 

（一）扬州 

目前扬州拥有16个文博馆，重点建设打造的有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华韵非遗国际文博园。其中，正在筹建的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位于扬州运河三湾风景区，整体建筑由博物馆和主塔组成，博物馆采用巨型船只造型，内设有多个主题展厅和功能区，总

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分为地上、地下两个部分，将于近期全面开工。 

（二）常州 

通过旧物新用，常州将原先废弃的纺织厂厂房改建成为“运河五号创意街区”，在街区里新建了大运河历史陈列馆、大运

河记忆馆。其中，于2017年6月正式对外开放的大运河记忆馆，是常州首个以运河为主题的专题纪念馆，馆内分为“运河历史”

“运河遗存”“运河风物”“运河儿女”“运河新姿”五大板块，重现了运河开凿、乾隆下江南、先贤理水等历史场景。 

（三）无锡 

由社会资本出资建设的无锡大运河数字博物馆，是国内首个以大运河为主题的数字博物馆。场馆运用3D影像、多媒体互动

等技术手段，再现了大运河千年历史中“桨声、灯影、古桥、民居”共融共生之景，现已成为集文化遗产旅游、休闲度假、文

博艺术欣赏、体验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此外，无锡还新建了窑群遗址博物馆，该馆是我国第一座展示中国砖瓦发展史的遗址

博物馆。 

（四）苏州 

苏州大运河遗产展示馆是大运河沿线首个专题遗产展示馆。该馆通过触摸屏、电子沙盘等设备以及立体景观、微缩模型、

纱幕投影等多种手法，在切实增强游客观赏性、体验性的同时，充分揭示了苏州古典园林与苏州古城及运河水系之间的密切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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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运河沿线省市文博馆建设情况，其中有许多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地方，这为淮安市运河文博馆建设提供了经验启示。 

启示一：突显地方文化特色。各地在运河文博馆建设中，都坚持融合融入当地的特色文化，着力将文博馆建设成为展示地

域文化特色的重要平台。如北京大力展示特有的翰林文化，河南通过民俗文化馆大力宣传中原文化，杭州通过刀剪剑博物馆、

伞博物馆等展示当地独具特色的工艺美术文化。因此，淮安市在文博馆建设中，应突出淮安“淮扬文化高地”的身份标识，积

极挖掘、宣传推介淮扬文化的丰富内涵。 

启示二：融入现代科技手段。各地在文博馆建设过程中，均努力将最新技术手段融入文博馆展示场景中。苏州大运河遗产

展示馆运用了立体景观、微缩模型、纱幕投影等技术手段，无锡大运河数字博物馆将传统博物馆数字化、信息化，通过 3D影像

技术增强游客的观赏体验感。开建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同样是将最新的科技手段融入到场馆的建设、运营、维护等各个环

节。因此，淮安市在文博馆建设过程中，也应该注重采纳和使用最新的科技产品和技术手段，提升文博馆的互动性、观赏性。 

启示三：加强场馆资源综合开发。常州的大运河记忆馆是建设在废弃的纺织厂中，在保育城市历史记忆的同时，实现了资

源的循环利用。无锡通过建设资本社会化、运营专业化，增强了文博馆的自我造血功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这些做法启示淮安市在文博馆运营中应大力挖掘和探索场馆的收藏、教育、旅游等多种功能，不断丰富文博馆的应用场景，有

效延伸文博资源开发利用的价值链。 

三、推动淮安市大运河文博馆群建设的建议 

加强淮安市大运河文博馆建设，应认真贯彻遵循《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坚持以我为主、循序渐进的原则，

注重场馆建设的整体性、层次性、数量性、空间性，着力构建具有淮安特色的运河文博馆群。 

（一）科学规划建设体系 

根据淮安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加强全市运河文博馆群建设整体规划，着力构建“国字号旗舰馆——重点主题馆——景区专

题馆”三级场馆层次框架，建立起有数量（50家以上）、有质量、成体系的淮安运河文博馆群。 

（二）重点打造“国字号”旗舰型场馆 

以创建国家级大运河博物馆为目标，重点打造2个“国字号”旗舰博物馆。一是进一步提升中国漕运博物馆功能。以现有中

国漕运博物馆为主馆，以榷关博物（文化）馆、漕船博物（文化）馆为分馆，进一步充实历任漕运总督和漕运官员文史资料和

相关文物，构建“主馆＋分馆”的“国字号”旗舰馆。二是谋划建设中国水工历史博物馆。加强与国家水利部门沟通交流，商

请共建国家级水工历史博物馆，集中展示展现不同时期黄、淮、运（河）交汇处的地形地貌、水利工程建设情况和治水思路。

同时，将中国水工历史博物馆建设与清口大运河文化遗址公园建设有机结合，共同打造清口景区品牌。 

（三）加强小型化特色化文博馆建设 

一是提标改造现有文博馆。加大对全市现有文博馆的改建扩建，进一步扩容馆藏面积与展品，提升场馆信息化、智能化水

平，增强场馆的功能性、趣味性。二是有序新建重点主题文博馆。利用河道总督府建设河道总督文史馆，利用吴承恩故居和西

游记博览馆新建吴承恩与西游记文化馆，利用洪泽湖自然生态资源新建洪泽湖自然博物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主题场馆。三

是加强景区专题馆建设。积极发掘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在清江大闸景区建设清江浦商会馆、淮安盐文化馆、淮安运河民俗馆、

淮安非遗集中展示区。在河下古镇景区，利用沈坤状元府资源建设状元文化馆，利用文楼建设楹联文化馆，利用老字号“王兴

懋酱园”建设酱醋文化馆，利用淮安茶馓、薄脆、钦工肉圆商铺建设非遗产品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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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快文博馆文创产业发展 

聚焦文博馆营收中财政拨款、IP经营及文创产业、场租及其他收入各占1/3这一目标，不断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市场开发。

一是大力引进社会资本。借鉴故宫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发展模式，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文博馆新建改建、运营维护，持续提

升省市文创试点单位数量，保护和调动经营主体文创产品开发积极性，切实改善文博馆的运营质效。二是积极促进跨界融合。

加强理念创新与品牌塑造，建立线上线下互动、周边产品开发、IP影响力打造等多维度营销体系，推动文博场馆、街边店面、

商业中心等多种业态融为一体，实现文化更有“形”、文物更有“神”。三是鼓励引导捐资捐物。加强政策设计，探索建立文

博馆捐赠制度，以税费减免方式鼓励社会大众捐资场馆建设。建立运河文物征集激励机制，开展“千年运河文物征集”活动，

对有重要贡献的捐赠者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于收藏人不愿或无法转让所有权的藏品，在其自愿的基础上，采用借展

或对藏品复制、仿制。四是牵头建立交流机制。竞争“淮扬文化”的解释权、话语权，探索建立跨市运河文博馆联盟，组织开

展淮扬文化、漕运文化、河工文化专题研究，积极申办创办各类运河文化交流论坛，进一步彰显淮安“运河之都”名片。 

（作者单位：朱鸿雁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何伟淮阴师范学院；朱洁淮安市政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