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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期，在北京通州大运河博物馆 （以下称

“大运河博物馆”），来自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古蜀

文明珍品吸引了大批观众竞相参观。其实，自

2023年 12月 27日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大运河博物

馆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地标之一，已然成为

北京市新晋网红打卡地。

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

大运河博物馆坐落在运河河畔，远远望去外形

酷似一艘“运河之舟”。“大运河博物馆的设计处处

体现着运河元素，其设计理念源于古运河图景中的

船、帆、水三个元素——建筑南侧形似巨帆高高扬

起，北侧形如船只坚实厚重，两座建筑间有一条长

约 270米、宽约 20米的休闲水街，生动再现了当年

的运河图景。”北京市通州区政协专委会工作四室

主任程行利介绍说。

自古以来，人们依水而存，傍水而居。“没有

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而且先有通州后有北京

城。”程行利是土生土长的通州人，在他的记忆

中，老一辈人时常提起大运河的故事。

运河漕运，关系到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特

别是元明清时期，大运河成为连接北京与江南腹

地的重要水上通道，南方的漕粮、丝绸、瓷器和

建筑用材等纷纷沿着运河北上进京，漕船卸粮交

仓后，将北方的商品如梨、枣、棉花、皮毛、手

工艺品等随船南运。

“通州作为千年运河北首，是仓储漕运重地，

也是南北商品的集散地，对南北物资交流起到了关

键作用。”程行利进一步解释，“‘南通州北通州，

南北通州通南北；东大仓西大仓，东西大仓藏东

西’描述的就是古时通州的重要地位。在大运河滋

养下，北京城得到了丰富的供给，明朝时修建紫禁

城的大量原材料也由大运河运至京城，因此素有

‘漂来的北京城’一说。”

“在基本陈列展览‘京华通惠 运河永济——

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陈列’中，全面展示了北京

城和大运河之间的互动关系。北京在从军事重镇逐

渐发展成为都城的过程中，大运河发挥了极其重要

的作用。正是有了来自大运河源源不断的物资保

障，北京的都城地位才得以巩固提升，最终成为一

座文化交融、多元包容、物资繁华的城市。”首都

博物馆研究馆员黄小钰回忆说，在基本陈列展策划

初期，团队成员花费半年左右的时间，走访考察了

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山东聊

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等，最终确定以人、水、城

为内容主线，着重讲述大运河和北京城的故事。

在程行利看来，大运河促进了中华民族南北方

的融合与发展，大运河沿线城市的老百姓既有上善

若水的智慧，又有勇立潮头的勇敢与坚毅，既有像

江海一样善为百谷王的包容，又有着通达四海的理

想与胸怀，大运河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现代科技重现运河盛景

“这里的展览太震撼了，置身展厅之中，仿佛穿越千年，可以目睹大运河

的昔日风采。”在展陈大楼三层中厅，刚刚体验完“不止运河——沉浸式体验

展”的河北保定游客李璐不禁发出赞叹。

据黄小钰介绍，该展览以“波沿南北 泽被千秋”“集萃中国 流光溢

彩”“舟楫千里 惠济天下”为叙事结构，运用了全域沉浸 CAVE体验系统、核

心区三维衍射系统、衍生区超智能数字点云系统打造沉浸式数字体验空间，让

观众成为展览的一部分，实现身临运河、畅游运河。“这是在国内博物馆常设

展中首次尝试如此规模的三维衍射系统装置。在实现视觉震撼的同时，借鉴舞

台艺术设计，让装置、灯光、影像分而有序、合而成势，艺术与科技共生，为

观众奉上了一场古今融合的奇妙之旅。”

“展览中还运用了 5G中控传输技术、舞台化技术、VR、AR等多种现代科技

手段，让参观者能够全方位、多感官地体验大运河的历史与文化。”黄小钰表

示，在基本陈列展中，共展出约 1100件文物、展品，以时间为序，从史前贯

穿当下，还原了大运河发展演变的历史。

为了大幅提升藏品、人员、场馆建筑的安全性，大运河博物馆在展陈大楼

周边设置了长达 620米的隔震沟，展陈大楼地下一层下方设置了 1.8万平方米

的隔震层，在隔震层内共设有 242个隔震支座，它们将整座博物馆托举起来，

阻隔了地震波的传播路径。“这是我国已建成隔震博物馆中隔震区域投影面积

最大的一座。同时，隔震层、隔震沟的隔离作用对文物库房的防水、防潮也有

很大帮助。”程行利介绍说。

据程行利透露，大运河博物馆原先的项目名称为“首都博物馆东馆”，

市区政协委员在调研视察的过程中发现其具有重要的文化特征，因此多次

建议将博物馆命名为“大运河博物馆”。“我们在组织委员调研座谈的基础

上，联名市区政协委员向市区政协撰写提案，得到市委、市政府、市政协

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并作出批示，才有了如今‘大运河博物馆’这个新名

字，希望我们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为后人讲述更多精彩的故

事。”

悠悠运河，润泽四方。流淌的大运河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部鲜活的史

书。“希望大家在走进运河、了解运河的同时，能够切身感悟古代劳动人民勤

劳勇敢、智慧创新的伟大精神，产生一些启发性的思考。”黄小钰说，这是她

所在的展览策划团队所有成员共同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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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可以用

‘一脉相承 薪火永续’来概括，这不

仅是对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认

可，更是对北京这座古都独特魅力的

肯定，也让我们更加珍视和保护这份

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为未来的文

化传承和创新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

础。”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石墨烯研

究院有限公司总裁许莉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从 2012 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单》到今年成功申遗，北京

中轴线申遗历经 12 年。“12 年来，我们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确保文物

的安全和完整。”许莉表示，12 年申遗

之路，还传递了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

理念。对于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不仅

仅局限于单一的建筑或遗址，而是强

调对整个轴线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保

护。在许莉看来，这种理念体现了对

文化遗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认识，即

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的物

质形态，更在于其所在的环境和背景。

“其中，也体现了历史与现代的和

谐共生，特别是注重历史文化遗产与

现代城市发展的和谐共生。通过科学

规划和合理布局，确保中轴线在保持

历史风貌的同时，也能够适应现代城

市生活的需求。”许莉补充说。

许莉认为，北京中轴线是古都保

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案例。坚持长

期保护与利用并重，保护和传承好文

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也是此次北京中

轴线申遗成功的重要启示。“在保护

的同时，注重对其合理利用，通过举

办文化活动、发展文化旅游等方式，

让文化遗产在保护中焕发新的生机与

活力。”

随着申遗保护工作影响力不断扩

大，公众与中轴线的“亲密接触”越来

越多。“如今，通过公众教育和宣传活

动，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已传

进千家万户，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

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也形成了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共治的良好局

面。”许莉表示。

近年来，北京始终坚持科学发展

与创新保护理念，创新运用数字化手

段，为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赋能。“例

如，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中轴线进行三

维扫描和建模，建立详细的数字档案；

利用遥感监测技术对中轴线周边环境

进行实时监测等。同时，在保护过程

中注重创新保护方式和方法。如通过

‘织补式’保护理念将壮美中轴、礼仪

中轴和文化中轴融入老城保护与更新

之中；通过举办光影秀、特展等文化活

动为古老的城市之轴注入新的生机活

力等。”许莉介绍说。

如今，古老的中轴线得到更好保

护和传承，绽放夺目光彩。纵贯北京

老城南北的 15 处遗产构成要素，如颗

颗明珠汇聚，历史文脉，绵延不绝。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后，还面临

一系列保护课题。”许莉表示，首先，

需要加强对中轴线上文物的保护和管

理，确保其安全和完整。其次，需要深

入挖掘中轴线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提升公众对其的认识和了解。同时，还

需要推动中轴线与现代城市的融合发

展，让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

活力。

一条“线”闪耀世界，激荡着每一个

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申遗成功后

的北京中轴线，登上国际“大舞台”，如何

讲出好故事，成为一道必答题。

许莉建议，加强宣传和推广，通过媒

体、网络等渠道向公众介绍北京中轴线

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可以利用数字

技术进行创新展示、推出互动小游

戏和数字 IP 形象、开展文化遗产

传承与创新大赛、通过国际交流

功 能 展 示 中 华 文 明 的 独 特 魅

力。还可以举办各种文化活动

和展览，让公众亲身体验中轴

线的魅力。如开展文化遗产

传承与创新大赛，让更多的人

了解和参与到中轴线文化遗产

的保护中来，同时也可以在比赛

中发掘和培养对中轴线文化有

兴趣的年轻人，成为中轴线遗产保

护志愿者。同时，我们还可以开发相

关的旅游产品和文化创意产品，满足公

众对中轴线的多元化需求。

许莉进一步建议，发挥北京中轴线

的国际交流功能。通过整合中轴线上的

历史商业街区资源，以“文化+”为重要

引擎，提升京味神韵、国潮创造、艺术品

鉴、数字创意等文化消费体验，同时依托

北京中轴线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经

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

合作，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成就

和新经验。

“希望在保护和传承工作的深入开

展中，不断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让

更多人领略到北京中轴线的壮美秩序与

文化魅力。”许莉说。

北京市政协委员许莉北京市政协委员许莉：：

运用数字化手段为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赋能运用数字化手段为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赋能
本报融媒体记者 周佳佳 实习生 马鑫雨

“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的消息让

人振奋！这条跨越 700 余年的‘线’再

次‘惊艳’了世界。但申遗成功并不意

味着结束，而是作为新‘起点’让我国

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又迈出了新的一

步。”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央新影集团

文化历史事业部主任胡永芳说。

一条北京中轴线，纵贯南北，连接

古今。这个夏天，中轴线申遗宣告成

功，北京古城文脉更加熠熠生辉。

“世界遗产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名

片’，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人民智慧的

结晶和宝贵的文化遗产，伴随着城市

的历史演进成为了古今交融的活态遗

产，集中展现了大国首都形象和中华

文化魅力，所以成功申遗意义重大。”

胡永芳表示。

作为多年来始终关注并参与推动

中轴线申遗工作的委员之一，胡永芳

连续七年提出相关提案——《关于促

进中轴线申遗 加强中轴线国际传播

的提案》《关于以中轴线申遗为契机

搭建中轴线文化叙事体系 讲好中国

故事的提案》《关于将北京市中轴线文

化教育纳入北京市中小学社会实践体

系的建议》《关于尽快建立中轴线线上

数字博物馆的提案》。同时，由胡永芳

担任总导演执导的大型纪录片《永恒

之轴》获建党百年百部优秀纪录片。

“新时代的北京中轴线，不仅保持

着中轴线特有的风貌与内涵，还提升

了城市吸引力和市民认同感、获得感，

是一条既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又贴

近人民群众生活需求的中轴线。”胡永

芳表示。

在胡永芳心中，中轴线是北京老

城的“脊梁”，也是娓娓道来的中国“故

事”。“其申遗成功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

都城规划与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得到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更是将其中所蕴

含的中国审美、人文志趣和中国人的生

活哲学展现在了世界‘舞台中心’，向世

界讲述了一个美好的中国‘故事’。”胡永

芳说。

“目前，我们进行的研究工作及保护

工作更多是从宏观视角鸟瞰中轴线，但

中轴线不仅是历史轴线，也是发展轴线，

对于这条‘线’的研究要与时俱进，不断

深化。”胡永芳建议，进一步激发北京中

轴线活力，丰富拓展公共活动场所，在更

好地传承与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将其原

有功能得以延续，并聚焦“生活中的中轴

线”。

“‘City Walk’是当下最受人们推

崇的休闲方式，可以迎合当下人们需求，

提升漫步中轴线的体验观感，满足步行

者在城市空间中的体验和感受。”胡永芳

建议，将北京中轴线从遗产角度回归城

市生活角度，进一步规划中轴线步行街

（道）外观。同时，加强高科技技术在中

轴线及其周边的应用，利用影像虚拟与

声光电等数字技术还原遗址原貌，使人

们“ 沉 浸 式 ”体 验 在 世 界 遗 产 中“City

Walk”，让中轴线在古老的世界遗产与

现代的生活方式之间相融共生。

“新时代的北京中轴线，是一条充满

活力、富有魅力的‘文化之轴’，将继续以

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为北京城市发展

注入新动力。”胡永芳说。

北京市政协委员胡永芳北京市政协委员胡永芳：：

CityCity WalkWalk！！体验生活中的中轴线体验生活中的中轴线！！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乙潼 实习生 孙柏月

“方方正正一座城，九门掩映国槐

中，万宁桥下长流水，钟鼓楼上报时钟

……”这首在 2023 北京中轴线文化遗

产传承与创新大赛中获得最佳创作奖

的原创歌曲《京韵中轴》的创作过程，

离不开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区文

联主席张志勇的辛勤付出。

“北京中轴线上承载遗产价值的

15 处 构 成 要 素 中 ，有 12 处 坐 落 于 东

城。”张志勇介绍，为深入挖掘老城文

化内涵，生动讲好中轴故事，近几年，

他带领东城区文联精心策划主题活

动，组织东城区各文艺家协会艺术家

深入东城街巷采风，发动东城文联不

同门类文艺家录制线上课程活动百余

场，创作出版《中轴线盛世情缘——

“东城故事”2022》等系列丛书 11 部；

引导创作中轴线画作、《中轴之光》音

乐剧、歌曲《京韵中轴》等；举办《乐动

中轴》演唱会、“光影中轴”摄影展、中

轴线纸艺作品展、书画展等；深入市团

校、公交集团等机构宣讲，举办“中轴

线 创 作 分 享 会 ”等 活 动 ；积 极 打 造

6D8K“数字中轴”创作；助力北京中轴

线学院建设，推荐师资 80 余人。

文化自信来源于文化自知。张志

勇认为，要做好口述史和文化遗产保

护，将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有机地

结合起来，整理收集相关历史资料，搜

集民俗文化传统故事，用鲜活生动的

“中轴故事”，讲准、讲好、讲透蕴含在

历史遗迹中的文化内涵。要活化利

用文化遗产，不要弃用“让历史说

话，让文物说话”的机会。通过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广

大群众知中轴、爱中轴、

护中轴。

张 志 勇 建 议 ，

分门别类建立中轴

线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和 区 域 资 源 名

目清单，深入

挖掘蕴含在文物和历史建筑中的文化内

涵和精神价值，结合东城区特有的特色

文化空间、阅读空间、网红打卡地，尤

其是中轴沿线的文化场地，发挥文化机

构作用，打造中轴线系列传播品牌，让

更多的人知道中轴线历史文化。

“要进一步完善品牌内涵，打造更多

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子品牌。”张志

勇举例，比如，在“赏·中轴”系列中可增

加“中轴线艺术展”，类型可以是摄

影、非遗、文创等多种类别；在“品·

中 轴 ”系 列 中 ，可 每 月 举 办 一 次

“中轴线沙龙”，邀请名家大

师 、中 轴 达 人 讲 中 轴 文

化；在每年固定的一个

月举办“中轴线文化

节”，较为集中地开

展系列活动，让民

众逐渐形成品牌

记忆。

“还可以设

置群众参与互动的机制，如举办互动活动、

开展社交媒体话题讨论等，让更多人深入

了解和体验中轴线文化。”张志勇建议。

“应设计能够方便记忆的中轴线品

牌活动的标识、口号等，制作介绍中轴线

的历史文化特点和品牌活动的背景和亮

点的宣传资料。”张志勇进一步建议，充

分发挥多媒体资源优势，在系统梳理历

史文化和讲好中轴线故事的基础上，做

好大众传播，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

行立体式宣传。加强与旅行社、景区的

合作，将中轴线文化品牌活动纳入旅游

线路。组织中轴线研学实践、现场教学、

沉浸体验等活动，开展公众广泛参与的

文化宣传和文化创新大赛，以赛促研，以

赛促学。

张志勇认为，北京中轴线既是北京

的营城线、空间线、历史线，也是文化线

和发展线。打造中轴线品牌活动需多方

合力，久久为功，让北京中轴线闪耀更加

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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