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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体与象征：“大运河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策展 

林留根
1
 

（南京博物院 江苏 南京 210016） 

【摘 要】：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是全流域、全时空、全方位展示中国大运河的风采的专题博物馆，“大运河——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是最为重要的基本陈列之一。展览以宏观叙事方式，结合数字技术和现代展示手段，通过反

映大运河历史、运河价值、运河文化的各类文物、文献、展品，向公众讲述大运河的中国故事，展现大运河的魅力

和文化风采。策展团队挖掘、选择合适的文物展品并根据展品和主题进行创意设计，以此来实现展览目的。科学、

直观地揭示历史，同时生动、形象地解读运河文化，这样的策展理念和实现路径，可为我国大型线性遗产的展示提

供借鉴。 

【关键词】：博物馆策展 文物展品 大运河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G260【文献标识码】：Ａ 

随着国家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推进，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以下简称“中运博”）拔地而起。正如这

座博物馆以塔、仓、舟为建筑造型所呈现的盛唐气象与恢弘气势，中运博旨在全流域、全时空、全方位展示中国大运河的风采，

其中“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以下简称“大运河展”）是最为重要的常设展览之一。策划这一展览的思路与理念、

基本内容、目标预设和实现路径对于今后博物馆策划大型展览具有借鉴意义，值得加以总结和归纳。 

一、策展思路与理念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长度最长、时间维度最长、空间跨度最大的运河，是农业时代人类杰出智

慧和创造的代表，具有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 

中国大运河是一部写在九州大地上的史诗，跌宕起伏，饱含了中华儿女的智慧与豪情，蕴含着磅礴的民族精神和力量。“大

运河展”作为中运博的常设展览，必须全面系统反映大运河的历史变迁、本体价值和象征意义，这是策展的总基调。围绕策展

总基调，策展理念方能渐次清晰。 

“大运河展”的定位是利用能够反映运河历史、运河价值、运河文化的各类文物、文献、展品，结合数字技术和现代展示

手段，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及其所取得的科技成就、所蕴含的工匠智慧、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向中

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讲好大运河的中国故事，展现大运河魅力和大运河文化风采。 

策展团队首先对大运河本体、大运河文化、大运河遗产点、大运河沿岸的节点城市、大运河已有博物馆或展示馆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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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各类文物征集的方向、大运河考古取得的成果等展开了系统调研。通过调研获取了第一手调查资料，增强了对大运河的

感性认识。 

调研结果发现，大运河现有博物馆、展示馆的展示方式、展示内容等与中国大运河博大精深的内容尚无法完全匹配，具体

表现在实物资料缺乏、展览形式单一、展示内容单薄等。这促使策展团队思考：策展团队应给观众呈现什么样的展览？展览所

面对的观众是什么样的群体，他们有什么诉求？ 

由此，策展团队继续展开调研，调研的重心是：展览的观众群体及其关于大运河文化的知识背景、文化诉求和心理预期。

对于大多数普通观众来说，“大运河”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很多年轻人对于大运河的认知都停留在这样的层面：大运河是

一条很长的河道或很长的水路，但对大运河的历史、功能以及时空概念也都只有一些模糊的认识，对大运河的遗产价值更是所

知甚少。令人欣慰的是，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知道大运河是世界遗产、是中国人的骄傲。 

这恰恰成为展览的底色——中国的、世界的，中国的世界遗产，与展览的正式定名——“大运河——中国的世界遗产”高

度契合，这也是展览所要追求和达到的目标。通过调研，策展团队得出结论：一方面，展览要强调科学性、学术性，把历史上

真实的、严谨的大运河知识呈现给观众；另一方面，展览又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应在科学与科普、严谨与趣味之间寻找平

衡点。 

二、历史、本体与象征 

（一）大运河的历史变迁 

运河是一部生长的历史，是活着的具有生命力的历史。如何客观真实地反映大运河的历史，是策展团队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与大运河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极其丰富，策展团队通过文献爬梳和学术成果梳理，发现大运河历史变迁复杂多变，每一段运河

的开凿、疏浚、淤塞、废弃与复航，每一座城镇的兴旺与衰落，每一个王朝的替代与更迭，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中国

迈进的整体历史变革，都与运河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 

有限的展览空间无法完全展示大运河极其丰富的历史，因此策展团队采用宏观叙事方式，在展览第一部分“运河沧桑王朝

基业——大运河的历史变迁”梳理大运河的历史，主要从学界达成共识的五个关键时间节点展开叙述：春秋晚期开凿、隋朝第

一次全线贯通、唐宋时期发展、元朝第二次大沟通以及明清时期繁荣。 

公元前 486 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开凿邗沟，此为中国大运河之肇始。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出于战争和运输的需要

竞相开凿运河，如开凿了邗沟、胥河、山阴水道、江汉水道等河道，沟通了淮河、太湖、长江等水系，但运河规模均不大，时

兴时废，没有形成统一体系。 

秦代为加强对全国的控制，秦始皇先后五次出巡，最后一次出巡地为原楚国的东部地区和吴越地区。为此，在丹徒地区“凿

破长陇，截其直道”，形成了今江苏镇江到丹阳的运河；在欈李（今浙江嘉兴）和会稽郡（今杭州）之间修建陵水道，江南运

河初步形成。 

西汉时期，政府为了向长安（今西安）运送漕粮，将运河向西延伸至关中地区。东汉政府开凿阳渠以沟通洛水与黄河，由

洛阳入汴渠，至今徐州入泗水，由泗水入淮水，再转经邗沟可达于江南地区。三国时期，曹操利用黄河故道开挖了白沟等运河，

使运河向黄河以北延伸，抵达今河北省东部地区。此后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统治阶层着力开凿修治浙东运河，自今杭州东

渡钱塘江至萧山县的西兴镇，再由西兴镇东通至宁波，沟通了姚江、甬江、钱塘江、曹娥江等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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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统一全国后，为了更好地控制江南地区，并使长江流域丰富物资运往洛阳，大规模开凿、整治运河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

举措。大业元年（605 年），隋炀帝下令开凿通济渠，沟通了黄河与淮河，下令重新疏浚邗沟以及疏凿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并

对前代开凿的浙东运河航道加以整治，使大运河越过钱塘江沟通宁绍平原。 

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下令在黄河以北开凿永济渠，直抵涿郡（今北京），从而完成了以洛阳为中心、东北方向到达涿

郡、东南方向延伸至江南地区的一条“Y”字形运河。大业六年（610年），政府对江南运河全线整治，并确定了江南运河主航道

的线路，即自长江京口（今江苏镇江）运口起，向南经曲阿（今江苏丹阳）、毗陵（今江苏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吴郡（今

江苏苏州）、嘉兴，经上塘河至余杭（今杭州）接钱塘江。 

从春秋至隋的一千二百多年里，真正大一统的时间只有秦至两汉四百多年；其余三分之二的时间，华夏版图都处于分裂的

状态。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从地理空间上将中国以今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以今西安、洛阳、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今南

京、杭州为中心的东南地区联成了相对稳定的三角结构，奠定了中华一统的物质基础。 

唐宋沿用隋运河体系，对已有运河进行维护、疏浚扩建和河网改造，推动了社会昌盛和经济繁荣。北宋时期在船闸技术、

堤防工程技术、测量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成就。南宋以江南运河为主干，在维护和使用江南运河的同时全力整治浙

东运河，形成了以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放射形漕运路线。其中，连通海洋的浙东运河成为支撑南宋政权的生命线。海外贸

易日趋繁荣，沿海港口逐步发展，临安、明州（今宁波）等港口设有市舶司或市舶务机构，依靠“市舶之利”充盈财政。 

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国家政治中心北移。世祖忽必烈下令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从根本上改变了淮河

以北大运河的格局。从此，大运河不再流经洛阳，今河南、安徽北部的河段被废弃，南北直行航程缩短千余里。现今意义上的

京杭大运河由此诞生，成为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渠。 

在元代运河的基础上，明清两代不断整治修葺，新建、改建多处河道和水工设施，完善漕运管理制度和机构，通过不遗余

力地全面治理和维护，京杭大运河长期保持全线畅通，真正成为全国交通大动脉。清代康雍乾时期，京杭大运河出现了空前繁

盛的景象。但在清代中后期，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大运河日趋衰落。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运河阻塞，

延续了几千年的漕运渐告终止。 

展览第一部分通过第二单元“运河肇始诸侯争霸”、第三单元“漕运襄助帝王称雄”、第四单元“帝国一统运河贯通”和

第五单元“截弯取直纵贯南北”四个单元的内容，展现了大运河的宏观发展史，以上历史节点作为运河历史的“冷知识”，可

使观众了解和掌握运河起承转合的生命史。 

大运河为什么在中国产生，何时何地因何产生？这些问题应是观众普遍性的发问。为此，策展团队在第一单元设置了“史

前水利文明发轫”这一内容。新石器时代，先民趋利避害，利用自然水系开挖人工河道、修建水利工程，进行农业灌溉、安全

防御、水上运输，在黄淮大地和太湖之滨创造了发达的史前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特别是长江下游的稻作文化突出反映了中国史

前文明对水资源的管理控制能力和利用水平，运河继承了早期中华文明的成就，既是早期中华文明的成果，也是中华五千年文

明的延续。 

从沟、渠、渎到运河，从运河到大运河，中国大运河有着自身坎坷而又丰富的生命历程。如果说隋炀帝顺应历史潮流发展

和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而开通大运河，并完成了大运河的“蝶变”，那么早期运河的状态也应值得关注。由此，策展团队重点

阐释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运河的历史。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秦始皇南巡开凿丹徒水道和陵水道，西汉吴王刘濞开凿运盐河，促进了东南地区的开发。魏晋南北

朝时期，社会分裂动荡，持续的战乱使北方经济受到冲击，北方大量人口迁徙至南方地区，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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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南方经济获得迅猛发展，以北方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开始改变，区域运河纷纷出现。这种局面一方面满足了政治、

军事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地方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为隋朝开凿大运河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这个时期是中国大运河形成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南方以建康城（今南京）为中心的早期运河如破冈渎、上容渎沟通了长

江流域和钱塘江流域，为江南地区的持续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对隋代江南运河体系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

层面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埋下了伏笔。 

（二）大运河的本体价值 

本体是大运河核心价值的载体。全面、系统地反映大运河的本体以及本体所承载的工程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

价值是展览的主题。展览通过第二—五部分内容诠释大运河的本体价值，帮助观众理解：运河是什么，运河运什么，运河怎么

运。以此来解读运河何以成为运河、何以成为世界遗产。 

第二部分“天工慧光中华勋业——大运河的科技成就”主要反映了大运河的工程价值和科技成就。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超

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杰作，以世所罕见的时间与空间尺度，证明了人类的智慧、决心与勇气。各具特色的高水平工程规划出现在

不同的水资源和地形地质条件的区段，综合解决了汇水、引水、节水、行船、防洪等难题，大运河由此成为沟通南北、枝蔓全

国的交通网络。 

如果按照工程系统类别分类，大运河遗产构成可以分为水道工程、水源工程、工程管理设施和运河附属建筑等四大类。水

道工程包括河道（主河道、支线河道、城河、月河等），河道航深控制工程（闸、坝），河道水量节制工程（堤防、减河、含闸、

坝、涵洞、港口等）。 

水源工程包括水柜（坝、闸、堤防构成蓄供水系统），引水渠；工程管理设施包括浅堡、水志桩、提水机械与机具、过坝绞

关等；运河附属建筑包括交通设施（运河上的桥梁、纤道、船与船厂），工程管理建筑及设施（衙署、浅、堡、铺），运输管理

建筑及设施（衙署、漕仓、驿站），水神及祭祀建筑（龙王庙、功臣庙、水兽等）[1]。 

展览既需要按工程类别展示运河的水工技术，还需要突出展示水工技术所蕴含的治水理念、治水方略和治水思想。此部分

重点呈现了代表大运河最高技术成就的枢纽工程，即山东济宁汶上京杭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江苏淮安清口枢纽工程。以

淮安清口枢纽工程为例，其位于黄河、淮河和大运河的交汇处。 

元明清时期，国家为解决黄河在运口淤垫倒灌的问题而规划建设了清口枢纽工程。“清口通则全运河通，全运河通则国运

无虞”，作为运河咽喉，清口是运河水源供应和漕运转运的枢纽。明清时期，清口枢纽修建、改建工程浩繁，形成了庞大的水

工建筑群。在现今清口水利工程遗产区分布着 53处类型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堤坝、古河道、闸涵、土墩、木龙等工程遗迹，

以及寺庙、碑刻、水志、镇水铁牛等因治水保漕而衍生的文化遗存。 

第三部分“融通九州社稷鸿业——大运河的社会作用”主要反映了大运河的国家管理和社会作用。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唯

一一个为确保漕运安全、稳定政权和维持统一而由国家开凿和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为确保其正常运转，历代都对其精心组织、

维护和管理。 

大运河的国家管理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内容纷繁复杂，涉及职官机构、漕运仓储、钞关邮驿与闸坝船政等诸

多方面。国家管理主要体现在漕运管理和河道管理上，大运河通过漕运制度见证了运河管理的独特文化传统，这也是从古至今

中华帝国稳定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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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沿线的经济和城市发展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农业文明的运行核心，以及水网的发展在这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中国

封建王朝的兴衰与运河命运密切与共，王朝兴则运河通、王朝衰则运河废。自吴王夫差北上伐齐始，中国大运河与古代战争紧

密相连，运河的畅通滞塞直接关系王朝的兴盛衰败。 

为了强化观众关于大运河对维系国家统一发挥重大作用的认识，策展团队设置了“水主沉浮——大运河与历代战争”这一

单元，从治到乱、从乱到治，“运河通、朝代兴，运河断、朝代亡”，正说明了运河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大运河不仅仅贯通中国内陆，也勾连了陆路和海上交通，极大地方便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往来，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大运河不断将“海上丝绸之路”的辐射范围向内陆拓展，由沿海港口到达内河城市，使天津、淮安、扬州、宁波等成为中外经

济、文化交流的水运交通枢纽。由此，策展团队通过“运通四海——大运河与对外交流”这一单元反映大运河在联接陆上丝绸

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所发挥的纽带作用以及在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大运河不仅是中

国的，也是世界的。 

第四部分“泽被天下万民生业——大运河的经济文化”主要反映了大运河的经济作用。大运河不仅有大的干流，还有像血

管一样的支流；大运河不仅保障都城的供给，还孕育了诸多城镇。隋唐以来，大运河沿岸商贸繁荣、城镇勃兴，形成了以洛阳、

开封、杭州、扬州、苏州、淮安等为代表的运河城市群。 

以人口城镇化、城市功能商贸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的运河城市文明，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体

系的一个独特谱系。大运河影响都城的选址与规划，也影响沿线工商业城镇的兴起与衰落，塑造了沿线一代代人“逐水而居，

枕水人家”的生活方式，衍生出丰富长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 

19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江南运河沿线崛起，形成江南运河工业带。该工业带以苏州、无锡、常州为中心，镇江、

嘉兴、湖州、杭州为次中心，连带沿岸各中小城镇。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代工业的兴起，带动了全国民族工商业的蓬勃发展。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大运河的评价所言：自 7 世纪以来，经历中国各个朝代，直到现代中国，大运河一直是经

济政治统一的强大因素，也是重要的文化交流场所。它创造并维持了居住在运河沿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一个漫长的历

史时期影响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和人口。 

（三）大运河的象征意义 

大运河是中国统一的象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象征。大运河是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集成，

是包含着运河文化的线性遗产，也是承载着运河精神的文化景观遗产。它已经超越了具象的物质遗产，成为中国的象征和中华

民族的象征。如果把长城比作中国的脊梁，那么大运河就是中国的血脉。2014年 6月，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The 

World Heritage List），大运河作为一个线性活态的巨型文化遗产被全世界瞩目。 

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延续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回望两千年，大运河滋养兆民，铸就了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

塑造了华夏大地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走进新时代，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方兴未艾，国家文化公园规划有序推进，古老的大运河

以新生的文化景观形态散发着世界文化遗产的特殊魅力，彰显着中华民族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兼收并蓄的文化品格。 

在第五部分“通古达今千秋伟业——大运河的保护传承”，策展团队着重表达运河的象征意义。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大一统

哲学思想的体现，是从古至今中国这个伟大农业帝国的统一、互补和巩固的基本要素。大运河作为“流动的文化”，既是运输

水道、经济带，也是丰富多彩的城镇带、文化带，更是传承中华文明和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 

大运河申遗成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起点。2017 年 6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保护好、传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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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好”的重要指示，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国大运河迈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2019年 7月，《长城、

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审议通过，勾勒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宏伟蓝图：发

掘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文化资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建设与民共享的公共文化空间，充分发挥保护、科研、宣教、旅游等功能，惠及百姓、造福人

民[2]。 

三、文物、展品与陈列创意 

博物馆展览设计是文物、标本和辅助展品的科学组合，展示社会、自然历史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或某一学科的知

识，供观众欣赏的科学、艺术和技术的综合体。一个完整的展览策划包括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大运河展”在基本内容确定

之后，要实现预期的展览目标，应通过两个路径实现：第一是确定文物展品，第二是根据文物展品与内容表达提出陈列创意。 

（一）文物展品的确定 

博物馆展览必须以实物资料说话，通过“物”保证陈列展览原真性和科学性，这是展览的主要展陈手段。“物”包括“文

物”和“展品”。文物既具有直观、形象、具体的特点，也具有真实、直接、生动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是人们在生活和生产活

动中创造的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物质遗存，往往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 

展品是为了说明某一主题或为了满足展览需要的物品，不一定具备较高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通常是不作为藏品正式入藏

的物品。展品的选择需要根据陈列内容和主题确定。例如，水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作为运河沿岸的水利工具，在目前的生活

中已不常见，但它作为农业时代的提水工具拥有两千年的沿用历史，是运河农耕文化的见证，因此它是重要的展品。 

同样，运河沿岸抽水站、翻水站的发电机、马达、水泵等机器和机械不被人们重视，常常作为破铜烂铁而被卖到废品收购

站，但实际上它们都是运河文化的见证物，可以作为展品征集。将水车和水泵成组展示，恰恰可以展示大运河从农业时代向工

业时代的跨越，证明大运河是跨越时代的活态的世界遗产。世界上很多著名的运河多为工业时代的运河，唯有中国大运河是农

业时代的运河，这正是中国大运河能够成为世界遗产的根本理由。 

中运博作为新建博物馆，其文物藏品和展品都是零，需要广泛征集。在“大运河展”大纲初步确定之后，策展团队依托南

京博物院展品征集组，根据展览所需，面向社会大规模征集各类文物和展品。通过征集，获得了大量与大运河历史密切相关的

各类文物，以及与大运河文化具有关联性的各类展品。 

中运博的文物和展品征集使得流散在民间的各类大运河文物、展品得到了有效的抢救和保护，其中包括大量极其脆弱的有

机质文物，如纸质文献、漆木器，还有大量散落在民间的与大运河闸坝河工相关的砖石建筑材料。从这个意义而言，中运博不

是从零起步建造一座大体量的博物馆，而是通过考古发掘和征集将深埋在地下、收藏在民间和散落在社会上的大运河文物汇集

起来，为日后大运河的研究保护与传承积累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要反映大运河作为巨型线性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需要与大运河本体关系最为密切的文物展品，这样才能更好地向世界展示

大运河、解读大运河。大运河沿线的考古发掘工作曾经为大运河申遗发挥关键作用，但考古出土的文物多收藏在各省（市）博

物馆或考古所。除了可以通过借展、交流、交换获得部分文物、标本外，能否通过其他方式获取运河文物展品？这就需要策展

团队转变观念和思路。 

事实上，运河考古发掘的不可移动文物如运河的河道、大堤、闸坝等，其河道的剖面、船闸的淤积层、闸坝的地钉和石块

等都是展示运河原真性的极佳展品。根据这样的思路，在各省市兄弟考古单位的支持下，策展团队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展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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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江苏仪征拦潮闸闸体中的淤积层切割成高 2.6、宽 6.0、厚 1.0米的大块“土立方”运至展厅，其任务就是见证“潮闸”。所

谓“潮闸”，是建在运河与天然河道相交段的船闸，主要作用是借潮水的上行抬高水位，而引停泊在河港的船只顺利进入运河[3]。 

潮闸便于日常调节水量，具备引潮与借潮行运功能。拦潮闸是仪扬运河“四闸”之一，曾被誉为“江北第一闸”，对沟通

长江和仪扬运河之间的航运交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大运河最具代表性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这块潮闸“土立方”成为颇

具意义的文物展品，地层中包含有各类生活生产活动废弃的文物标本，今后还可以在其淤积层上开展小型的清理或室内考古活

动，加深观众对宋代才出现的“潮闸”的理解。另一件重要展品是河南开封汴河州桥遗址的汴河剖面。 

汴河河道宽 30 米，距地表深 11 米，历代叠压的数十个地层诉说了汴河昔日无尽的繁华和历史沧桑。北宋汴京（今开封）

有汴、蔡、、金水、广济四河流贯城内，以通各地漕运，合称“漕运四渠”。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汴京的漕运共 550万

石，其中汴河承担 400万石，占 72.7%。 

治平二年（1065 年），四渠运输的漕粮共 676 万石，其中汴河占 575 万石，约占总量的 85%[4]。汴河的航运不仅保证了京师

上百万军民的衣食用之需，也带来了汴京的繁荣。策展团队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将汴河州桥遗址的汴河剖面完整揭取，置于展

厅中直观展示，让观众真切感受汴京“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繁盛历史。 

（二）陈列创意 

陈列创意必须根据文物展品与内容表达的需要设计提炼。创意是博物馆展览策划的基础和前提、灵魂与核心，展览策划需

要将创意具体化，要能够落实到策展布展的各个环节之中。“大运河展”展厅空间特别大，需要大体量的文物展品做支撑才能

营造出较好的展览氛围。展览的水工部分需要大量的与运河水工相关的工程模型展示大运河工程和科技成就，为此，策展团队

选择了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予以展示。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以漕运为中心，因势造物，相继修建了疏河济运、挖泉济流、蓄水济运、防河保运、增闸结流等一系列

结构缜密的系统配套工程，是京杭大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其技术水平和施工工艺可以与都江堰相媲美。 

南旺水利枢纽的展示结合可控的沙盘模型和大屏幕显示屏，形象直观地向观众诠释了“汶上分流南北，北会黄河，南入江

苏，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功能和作用。这件模型展品所处的位置及其展示方式、观众观看的视角、与观众的互动都需

要进行创意陈列设计，才能获得最好的展陈效果。 

中运博“大运河展”策展紧紧抓住历史、本体、象征的策展目标，形象直观、科学生动地展示中国大运河、解读中国大运

河，期待把千里大运河、千年大运河浓缩在特定的建筑空间中，让人们流连崇仰、品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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