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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政协委员的运河情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贺云翱 口述 本报记者 李冰洁 采访整理

在马不停蹄的长江考察途中，十
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
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接受了
本报记者采访。他告诉记者，6 月 21
日考察结束，就得立即从武汉赶往江
苏省常州市，参加 22 日大运河申遗成

功 10 周年的庆祝活动 ，并在现场作
《考古视角下的大运河文化》的演讲。

贺云翱有个习惯，每次参与大
运河调研和进行相关考古工作，都
会写日记。因此，聊起与大运河的
故事，贺云翱如数家珍……

Z 委员话运河

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在研究我国东南文

化时，我注意上了大运河，也查过好多资料，认

识到不管是隋唐大运河，还是京杭大运河，都对

我国东南区域城市的发展发挥过重大作用。

于是我在 《东南文化》 上组织了专门的稿件

讲大运河文化，杂志社还发起了大运河文化的讨

论会，这算是我对大运河文化关注的开始。

隋唐大运河的重要工程位于江苏省淮安市盱

眙县，连接黄河与淮河，隋唐时期叫通济渠，后

来也叫汴河。在通济渠与淮河的接口处，有一座

城市叫泗州城，清代康熙年间被洪水淹没而埋到

地下去了。2004 年 3 月到 8 月，我负责了古代泗

州城的考古勘探。

经过五六个月的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埋藏

在地下的城址以及城墙、道路、城门等遗迹，还

有一些主要建筑区的所在，应该说有所收获。

后来我们还应淮安市的邀请，开展了洪泽湖

大堤的考古工作，在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时，它

被纳入到申遗项目里去了。

在做这两个考古项目的时候，我也再次查了

很多与大运河相关的资料，可以说我对大运河文

化的考古研究，是从那段时间开始的。

2008 年 ， 江 苏 省 文 物 局 给 了 我 一 个 课 题 ，

开展大运河江苏段世界遗产资源的调查。我带领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的专业人员一

起，从徐州一直到苏州进行调研。因为做过泗州

城和洪泽湖大堤的考古调查，积累了一些经验，

所以这次调研也是为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做了一

些基础工作。

这次调研之后，2010 年，我的两位研究生

到扬州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参与实践工作，这期间

他们遇到问题经常给我打电话，也会把我的一些

想法带到申遗工作中去。

大运河除物质遗产外，沿线还有很多非物质

文化遗产。大运河申遗的时候，没有谈到非物质

文化遗产，申遗时申报的所有遗产形态也都是物

质性的文化遗产。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纳入

申报项目，我还是提出过建议，希望大运河在申

报世界遗产时，也能够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

2014 年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后，我们研究所

每年都会承担相应课题，参与一些运河专题博物

馆建设，以及大运河文化遗产相关保护规划的制

定。

与大运河的缘分

2018年，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当年

的全国两会上，我提交了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的相关提案。

十三届全国政协期间，每年全国两会

我基本上都会提交涉及到大运河相关问题

的提案，也积极参与全国政协相关调研和

双周协商座谈会等活动。

除调研外，考古的本职工作也不间

断。我先后做了包括大运河古邗沟段，以

及大运河重要支流通扬运河等 4 项考古工

作。还推动了包括南通如东唐宋国清寺遗

址公园、通扬运河博物馆在内的大运河沿

线文博场馆建设。

期间，有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比如

发现了汉代射阳城遗址。它位于大运河最

古老的一段，即古邗沟的中部地区今宝应

县射阳湖镇境内。这座古城与一个著名的

历史人物有关，他就是在鸿门宴上救了刘

邦的项伯，西汉政权建立之后，刘邦为了

感谢他，赐刘姓，名刘缠，封为射阳侯，

射阳城就是他的侯国封地。同时，我和南

大考古团队在宝应古县城中心区开展了运

河遗产调查和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唐宋

时期的大运河河道遗迹和当时的瓷器标

本。我们还在南通市如东县隋唐“掘沟”

运河顶端的古代掘港发现了唐宋时期的国

清寺遗址，其确定了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

路的关系。

我在 2018年曾提出建议，希望海上丝

绸之路文化带和大运河文化带协同发展。

大运河除是世界遗产外，还曾和丝绸之路

发生过关联——大运河文化带的南端为宁

波，是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城市。

2015 年，我们在如东县开展考古工

作，找寻国清寺遗址，后来当然非常幸运

地找到了，并且在国家和省文物局及如东

县委的支持下，从 2018 年到 2020 年，进

行了 3 年发掘工作，发现了国清寺遗址的

建筑遗存，也发现了很多的陶瓷器物等，

确认了这个重要遗址的存在。

因为与当年的日本遣唐使有关，国清

寺遗址的发现也引起了日、韩两国学者的

注意，我后来还应邀去日本和韩国的大学

作报告。可以说，当年这项与大运河及海上

丝绸之路相关的考古发现产生了一定国际影

响。后来我又带领团队对遗址进行保护，也

推动它的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建设。现在，掘

港国清寺遗址公园已经向社会开放。

从考古发现到考古发掘，再到考古遗址

公园及博物馆建设，我还推动了国清寺遗址

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一切都很

顺利，现在它已经进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申遗

的遗址点。

这是一次很成功的考古发现。据当地人

讲，现在到如东旅游的人，基本上都要到国

清寺遗址公园看一看。从实地考古到提出提

案，到最终参与建设遗址公园，让我觉得很

自豪。

这里还得提一个插曲。当年去做考古发

掘的时候，国清寺遗址所在的这块土地已经

卖给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我们在如东县

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把它给“抢”了回

来，并完成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这期间跟开

发单位也进行了很多艰苦的交涉，可以说是

非常不容易。

2018年，我们又顺着通扬运河一路到了

如皋市，非常顺利地在如皋市境内发现一段

古运河即隋唐“掘沟”遗址和位于“掘沟”

遗址旁的徐家桥遗址。经过考古发掘，证明

这两处遗存都是隋唐时代的，正是唐开成四

年即公元 839 年日本入唐高僧圆仁所在的日

本遣唐使团去扬州及长安所行走过的运河河

道，也就是隋炀帝时期开挖的“掘沟”运河

遗迹。这两处遗址是南通“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历史遗迹。

接着我们又在徐家桥遗址的附近，也就

是现在如皋市市中心的古城区进行考古，又

发现了唐代的水井唐代的瓷器，这些文化遗

存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我立即提出希望建立通扬运河博物馆，

被如皋市委、市政府所采纳，现在博物馆正

在建设中。除如东国清寺遗址公园之外，南

通也在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建设项目，

已经建起馆舍，开展布展。

古邗沟上的汉代射阳城遗址、唐宋运河

遗迹、通扬运河上的国清寺遗址、徐家桥和

“掘沟”遗址、唐代如皋镇建筑遗迹等的考古

发现，我想要从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传

承、利用这些角度来做工作，而不是单纯写

一篇学术文章或者出一个学术成果，这是我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工作思路，也是我们的

前人、历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参与大运河申遗

的专家们的工作思路。与单纯做考古学研究

或者遗产研究的学者相比，稍有不同的是，

站在全国政协委员的角度，把大运河的优秀

文化发掘出来、展现出来，同时保护好、弘

扬好，是我的工作目标。

重要的考古发现

“无调研、不提案”，调研和考古工作，

都是我为了实现提案中的目标而做出的努

力。

除了全国政协组织的调研活动外，我一

直坚持自主调研，也通过大运河的考古工作

获得一些亲身体验，从而更好地为大运河的

保护传承利用建言献策。

有几个建议值得一叙。比如我提出江苏

省的大运河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还先

后提出把泰州、南通、盐城、连云港、南京

等城市列入大运河文化带等，这些建议都被

江苏省委、省政府采纳。

通过调研获得真实的认识，再把它变成

决策咨询的提案建议，然后进入到政府决策

中，这些工作都是比较有实效的。我不仅做

了，而且做了之后被政府采纳，落到了实

处，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2018、2019 年，全国政协关于大运河的

调研来到河北、天津和山东的北部地区，我看

到很多大运河河道里都没有水，有的放牛放

羊，河床上都是羊屎蛋，当时心里特别难受。

这跟我在江苏调研时看到的景象完全不一样！

江苏境内的大运河上是船来船往，运河与

两岸城乡发展、人民生活、经济建设和生态文

明高度交融在一起。江苏做过统计，大运河江

苏段从南到北，每年能够达到近 10 条高速公

路的运输量。水运不仅能够节省大量的土地、

燃料，还实现了人民的生活供水和农田灌溉，

同时助力减少碳排放，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所以，在看到大运河部分河道干枯时，我

和调研组的其他委员提出建议，希望通过水利

工程建设更好地复活大运河，实现大运河全线

特别是山东以北到北京的河道里有水。对此，

我印象很深。

如果大运河被复活了，解决的不仅仅是运

输问题，对于解决华北地下水开采带来的一系

列问题，包括沿线生态环境、空气湿度、沙尘

暴治理等，都能起到很多积极作用。

调研中有水利部的同志随行，在听到委员

们的建议后表示，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可以

借用古运河河道进行输水。很快，在得知北

京、天津、河北枯水的大运河河道有水后，我

们还进行了原地回访调研。看到人民群众脸上

洋溢着抑制不住的笑容，说明全国政协在调研

中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很好落实，我感到政协工

作卓有成效。

有成就感的议政建言

申遗成功之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

和要求等，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17 年 7

月初，江苏省安排了“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

究”的课题，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把这个课题

交给了我们研究所。

我本人比较深度地参与到大运河文化的保护

利用活动中，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们比较多地

开展了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策咨询调

研。

这次调研进行了将近一个月，我带领一个小

团队从山东出发，进入江苏，一直跑到浙江境

内。虽然我们是以江苏境内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为

主要考察对象，为了做比较，对相邻的山东、浙

江两省大运河也都做了调研。

通过对比调研，我看到了大运河沿线世界遗产

点的保护现状，也发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此提出

了工作建议，形成了调研的决策咨询报告。这份报告

在当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很多建议在此后大运

河文化带江苏段的建设中被采纳。

深度参与大运河研究工作

在 履 职 过 程 中 ，我 积 极 参 与

大 运 河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建 设 的 调 研 ，想 通 过 这 些 活

动更进一步地来认识大运河文化

遗产的特点、内涵和价值，从而思

考怎么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护和利

用。

作 为 一 名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如 果 对 提 案 对 象 没 有 深 刻 了

解 ，很 难 总 结 提 出 高 质 量 的 提

案。2018 年我成为全国政协委

员 后 ，除 不 断 做 大 运 河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利 用 方 面 的 决 策 咨 询

课 题 调 研 外 ，又 一 次 开 始 了 大

运河的考古。

我 与 大 运 河 结 缘 ，大 概 开 始 于

1985 年到 1986 年主持的社科类学术杂

志《东南文化》的编辑工作。后来对洪

泽湖大堤和泗州城遗址的考古，为大运

河申报世界遗产提供了工作支持。

我对大运河特别是江苏段的世界

遗产保护问题研究工作，从 2017 年开

始，一直到今天都没有间断过。这期间

每年都会做大量调研，先后形成了 10

份以上的调研报告，提出了各种建议，

也发表了诸多学术文章。

2022 年 4 月 28 日，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

来首次全线通水，我们当时所提出的建议设

想被进一步实现。

整个大运河海拔最高的地方在山东济宁

南旺分水枢纽，曾经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它也

是只剩下河道的状态。大运河全线通水后我

又去看过，南旺原来的河道继续以遗址的状

态保存，从旁边又开挖了新的河道，解决了海

拔差的问题，帮助实现大运河全线通水。

其实大运河河道从古至今都是在不断改

动和调整中，南旺让我看到了不仅是京杭大

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重新开通的希望，为了

这个目标，我们是可以对河道稍做一些线路

改动的。应该说，我国淮河以北区域的水上

运输非常落后，值得引起有关部门注意。

我曾经和学生们对中国大地的水上运输线

路做过研究，发现中国水运最发达的几个地方，

一个是沿海，一个是长江流域，一个是珠江流

域；最薄弱的是华北和中原一带，恰恰就在古代

的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线路上，这些区域

的水上运输几乎是空白。我感到很遗憾。因为

所有的水运发达地区都是当前中国经济最活跃

的区域，比如长江经济带区域、珠三角地区、沿

海地区等，水上运输对于城市经济的支撑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作用，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如果全国政协能够继续通过调研创造条

件，推动国家有关部门来恢复隋唐大运河和

京杭大运河上的水运线路，填补目前中原地

区和华北地区水上运输几乎是空白的状态。

我想，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近日在考察长江时了解到，三峡工程除

最主要的防洪功能外，还有发电、供水、生态、文

旅、城市发展等功能。今天来看，它不仅实现了

主要设计功能，还带动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解

决了三峡库区的脱贫问题。三峡库区的库头在

湖北宜昌，库尾在重庆江津，三峡工程的建设

让重庆发展成为直辖市，带动整个西南地区

的经济发展；也让宜昌发展成为湖北省第二

大城市，库区整体的现代化发展也达到了较

高程度。此外，工作人员还讲到库区泥沙量

大幅减少，整个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三峡大坝发

电能力远超原来设计，库区的航运功能也大大

提升，达到设计的 10倍以上，现在马上要开通第

二条航线。

从这里我就想到大运河的重新开通，充分发

挥航运功能，表面上看是为了水运，但是它会带

来沿线的城乡建设、文化繁荣、农业发展、地下水

位提升、生态改善等多方面的综合价值。

以前人们认为铁路公路运输似乎是可以取

代水路运输的，但现在看来水运成本最低、运输

量最大、最生态环保也最安全，它还是保有独特

作用的。我认为，越是提倡生态文明建设，水路

运输的优势越大。现在有些城市提出用水上巴

士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说明人们正在重新看待

水上运输，看待大运河的功能和价值，看待古代

运河和中华文明的支撑关系，把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作为一项现代化事业。

现在大运河已经初步实现全线有水，想要真

正实现像古代大运河，或者像今天江浙地区的大

运河同样重要的运输功能，应该是建设山东以北

和安徽到河南段的大运河，这是需要有关部门着

重考虑的问题。比如安徽现在正在搞“引江济

淮”工程，在合肥旁边从长江打通一条河道直通

淮河，实际上它也是可以通航的。我们完全可以

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向北，让河道穿向淮河以北地

区一直到河南境内，把古代大运河的这条航线给

打通。

这样一来，新时代的大运河就出现了。

现在大运河在山东济宁以南是通航的，在

之前的调研中，曾有人提出济宁向北一直到北

京这一段先通航，涉及到如何解决大运河穿过

黄河的问题。其实这是有案例的，在江苏，大

运河穿过淮安的淮河，有好几条河道交叉，包

括淮河入江水道、苏北灌溉总渠等，被称为

“水上立交”。如此看来，大运河穿过黄河的问

题，在现代工程技术方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可

以借鉴，完全能够解决。同时，这些航线打通

后，能够大大改善我国华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目

前水上运输能力严重不足的局面，并且实现其

他方面的综合效能。

我还曾建议把大运河淮安-扬州段建设成

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国家级示范区。目前为

止，淮扬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传承利用工

作，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经验，具备打造

为国家级示范段的基础条件。

为了实现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这

三个目标，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开展，还需要

进行常年的调研，总结经验、发现不足，让成

功的经验能够得以推广，已经取得成就的地方

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我希望，今后全国政协

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面持续发力，也

为长城、长征、黄河和长江的几个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充分发挥大运河的先行示范作用。

对大运河未来的展望

2014 年 6 月 22 日，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大运河申遗前后的工作中，全国政协进行了大量调研、提案和协商议政活动。
如今，在大运河申遗成功 10 周年之际，我们约请全国政协委员回忆他们在推动大运河申遗，以及申遗成功后大运河文化带、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工作

中，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

在调研中，我们针对大运河文化

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

护、博物馆建设，以及大运河沿线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发现问

题、提出建议。我把建议写进调研报

告里，有的形成了提案，这些提案后

来也得到了文化和旅游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等部委的积极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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