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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京杭大运河在我国悠久的封建时代里，既成为了南北之间贸易往来的主要航运渠道，又在中国地方水系

骨架的形成方面，起到了巨大的生态服务功能。随着京杭大运河的成功申遗，如何更好地传承历史文脉，

续写运河更新设计的新篇章，成为了社会的共识。本文基于遗产廊道理论，聚焦素有“江北水城”称号

的聊城，以大运河聊城城区段为例，从运河遗产资源构成以及运河开发现存问题出发，提出相应的更新

设计策略。这对保护文化遗产、构建运河文化带以及展现城市风貌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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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s long feudal times,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not only became the main shi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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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 of trade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but also played a huge ecological service func-
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local water system framework. With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how to better inheri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ontinue to 
write a new chapter of the canal renewal design has become a social consensus. Based on the the-
ory of heritage corridor, this paper focuses on Liaocheng, known as “Jiangbei Water City”, takes 
Liaocheng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as an example,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renewal de-
sig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osition of canal heritage resources and the exist-
ing problems of canal development.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
itage, the construction of canal cultural belt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urban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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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相关研究发展 

遗产廊道理念主要来源于美国，这一概念的提出，与“绿道”、“绿线公园”以及“国家保护区”

等概念具有密切的关系。Robert M. Searns 认为景观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

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1]。我国对于遗产廊

道理念的引入与应用相对较晚，王伟、俞孔坚、李迪华认为遗产廊道“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

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2]。 
对于运河资源的保护与更新设计，国内主要的关注点在于民众意识的加强、管理条例的制定、滨河

空间的改造设计、运河空间的历史演变以及城市品牌的宣传等方面[3]-[5]。 

1.2. 运河遗产保护更新困境 

从多地蓬勃发展的运河遗产保护更新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仍面临着诸多困境。运河作为中国

封建时代的线性空间产物，其广大的时间跨度与较长的空间跨度使得部分遗迹损毁或掩埋，这对现代的

运河研究造成直接的阻碍。 
因此，在当今的运河资源的保护与更新设计过程中，会出现诸如对运河文化研究不够深，宣传力度

不够大，从而致使对运河资源保护的观念存在局限性、缺少对于遗产资源的充分挖掘，使保护与更新设

计的广度与深度仅停留在表面、保护与利用措施缺少地域特色，往往只追求表象的模仿以及过度注重经

济效益，忽略运河资源的文化内涵等问题。 

2. 研究区域概况 

2.1. 研究对象与范围 

元明清时期，我国东南部地区经济发达、物资充足，是北方政治中心的重要“输血供应地”。运河

因为运输量大，运输成本低、倭寇侵扰风险小，成为了当时首选的运输通道。大运河山东段在其中承接

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得南北漕运畅通无阻，同时也沟通了东西走向的水系。以此在山东形成了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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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系统，从而改变了山东西部交通闭塞的局面。其悠久的历史，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与文

化内涵。聊城在山东段中以“江北水城，运河古都”著称，具有浓厚的运河渊源。京杭大运河聊城段主

要流经聊城市的阳谷县、东昌府区、临清市，全长 97.5 公里。据聊城市城市总体规划，聊城市中心城区

北起规划北苑路，西接德商高速公路，东接机场东路，南至规划南苑路，面积 386 平方公里，京杭大运

河由南至北贯穿聊城市中心城区。本文主要研究京杭大运河聊城城区段柳园路城市主中心区域内运河，

北起济聊高速，南至湖南路，毗邻古城和东昌湖，周围遗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景观资源。 

2.2. 运河遗产资源构成 

运河广大的时空跨度，使其不仅仅具有运输的功能。在南北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各地人群、经济、

文化以及宗教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交融。运河的开凿，不仅沟通了区域湖泊河流，还给沿线城

市聚落带来了良好的伴生环境。同时，还因河而生出诸多历史古迹、传统技艺以及观念习俗等。 
运河遗产是一种线性的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或带状区

域内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线性文化遗产的范畴较大，包含的遗产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

[6]。根据《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中国大运河发展报告(2018)》，将聊城城区段运河相关

的遗产资源划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物质文化遗产又从运河水工设施和历史古迹遗

存两类进行划分(见表 1)。 
据《大运河遗产山东聊城段保护规划》统计，该段物质文化遗产总计 45 项，包括 6 段河道、24 处

航运工程设施、3 处古代运河设施和管理机构遗存、7 处与运河遗产相关的古建筑、3 处运河城镇、1 处

古遗址、1 处运河生态与景观环境。其中，鳌头矶、临清运河钞关 2 处遗产点/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聊城小运河区域相关遗产资源共计 41 项，其中运河水工设施 6 项、历史古迹遗存 9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26 项。码头、闸坝遗产中体现着古时运河水利工程建造的精湛技艺；会馆、祠堂、礼拜寺向人们展现着

商帮乡谊、宗族文化、宗教信仰；木版年画、龙灯陶器、呱嗒烧饼摊开了繁华的市井烟火。该区域的运

河遗产资源历史跨度大、涉及范围广，是我国运河文化的重要瑰宝，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运河

与城市共生之下，产生了众多的蓝绿空间，遗产资源的分布又切割出多样的历史街区，这些都不断的为

城市遗产廊道的构建创造着重要价值。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heritage resources in Liaocheng city section of Grand Canal 
表 1. 大运河聊城城区段遗产资源分类 

物质文化遗产 

运河工程设施 

遗产类型 遗产名称 

码头 大码头、小码头 

闸坝 辛闸、梁乡闸、土闸、周店船闸 

历史古迹遗存 

遗址 古城墙遗址 

建筑物 山陕会馆、光岳楼、隆兴寺铁塔、傅氏祠堂、海源阁、 
礼拜寺、小礼拜寺、基督教堂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学 秃尾巴虎老李传说、堠堌冢传说、鲁班传说、 
仁义胡同传说 

美术 剪纸艺术、马官屯泥人、东昌泥塑、东昌雕刻葫芦、 
东昌木板年画 

音乐 道口铺唢呐吹奏 

舞蹈 运河秧歌、龙头凤尾花竿舞、竹马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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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非物质文化遗产 

曲艺 东昌弦子戏、八角鼓、聊城杂技 

技艺 
聊城牛筋腰带制作技艺、东昌运河毛笔制作工艺、沙镇 
云灯制作工艺、东昌古锦制作工艺、道口铺龙灯制作工艺、

东昌陶器制作工艺、聊城铁公鸡制作工艺 

美食 聊城铁公鸡、东昌沙镇呱嗒、鲁西吊炉烧饼 

注：作者根据《中国大运河发展报告(2018)》整理绘制。 

3. 聊城城区段运河遗产保护更新现状问题 

3.1. 运河本体保护手段单一 

与传统的“文物”保护理念不同，运河应被视为生态、文化、休闲、经济的综合廊道[7]。数十年前，

聊城城区的运河河道大多已经断流，由于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很多工业污水以及居民日常生活的垃圾

都倾倒于河道中，致使运河河道污染严重。随着大运河的成功申遗，为推进运河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

聊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更新措施。 
目前聊城城区段运河已经完全渠化，两岸修有步行廊道，作为聊城市区内的景观河道。但目前针对

大运河的保护与更新设计仅仅是区段性的，单一河段独立存在，与其他河段之间缺少沟通联系。此段运

河经过人工明显的截弯取直，河道距离短，宽度窄，不能进行真正的航运，这与古时传统运河具有很大

的差别[8]。除此之外，运河沿线的水工设施保护利用手段单一，例如沿线的大、小码头，大码头为古时

装卸漕粮官物的官方码头，小码头则为古时民用码头。现如今对二者的保护与利用仅停留在进行修缮、

设立遗产保护标识，将其作为市民休闲空间。这样的更新设计措施，对于运河本身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想从根本上，从里由外的把运河故事都诉说出来，把运河文明都弘扬出来，就必须采用遗产廊道型

的历史保护模型，把运河本身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对构成运河的各要素展开更深层的发掘研究，编制

相关的保护计划，改革相应的历史保护措施，最后实现更多资源的多赢保护。 

3.2. 遗产资源发展空间局限 

运河文化遗产不是一个逝去的、孤立的、静默的历史遗存，而是一个与历史、人文、社会、艺术、

技术有着神奇关联性的物体，一个体现人类创造力的成就，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物质证明[9]。因此，

对运河遗产的保护与更新除了河道与遗产点本身，还要注重其历史空间的连续性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联

性。运河沿岸的文化遗产丰富，包括建筑、美术、戏曲、美食等。对这些文化遗产的研究，可以深刻剖

析运河时代影响下聚落的变迁与文化的交融。例如，运河西岸的山陕会馆是山西和陕西两省商人沿大运

河至聊城经商而营建的落脚之地、东昌府木板年画是由从事刻书业的插图雕刻艺人独树一帜开创的，而

沙镇呱嗒则是沙镇东街杨氏家族在郑板桥的“帮助”下制作出的美味。 
但现如今，这些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不容乐观。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为大众所熟知，这

些运河故事，运河传统正在面临消失。传统非遗文化的传承人面临着年龄大，无人传承的危机。例如东

昌木板年画，随着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科技印刷的高效率逐渐取代了传统人工版画的雕刻。又因人们

不断改变的生活方式，使得传统年画的需求大大降低。优秀的板画传承人大部分年事已高，这使得传统

雕板技艺和染色印刷技术的传承也越来越困难。除此之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存量更新的时代背景下，

致使一些历史街区得不到合理的保护与更新设计，从而使得运河周围遗产资源的发展空间大大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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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保护意识宣传力度不足 

运河遗产文化的传播，不仅要靠科研人员的努力，更要让它走进民间，让运河文化普及到普通百姓

[10]。聊城城区段运河遗存至今，经历了帆墙如林的漕运盛景，到后来断航遗忘，再到如今的修缮保护，

成为景观廊道。其中长久的时间跨度，使得运河的文化记忆在沿岸祖祖辈辈的脑海中逐渐隐淡。现如今，

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说，运河的文化内涵仅停留在“古时航运通道”这一层面。从而对于运河遗产资源的

保护意识薄弱，遗产资源文化的归属感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对于运河的保护与利用，不应仅仅停留在运

河实体的恢复与重建之中，更因注重对于运河文化内涵的发掘与传播。作为活态遗产的大运河文化，应

当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依托社区、校园、博物馆等场所，提高当地居民对于运河历史与文化

的认知，增加民众对于运河文化的参与感与归属感。 

4. 基于遗产廊道构建的更新设计策略 

4.1. 点与点串联，挖掘遗产资源的价值属性 

遗产资源本身大多以独立形式存在，因此将各遗产资源视作独立存在的遗产资源点。对于遗产资源

点价值属性的挖掘，应当从其原真性、完整性以及人本性角度出发[11]。首先原真性，即注重还原真实的

遗产，要从与遗产资源本身有关的多种历史文化资源中来复原真正的历史遗产。其次完整性，遗产点关

联着诸如遗产生态、遗产历史等多维度的文化内涵，同时，遗产本体与周围环境也具有离不开的协调关

系。最后应当发扬遗产点的人本性价值，遗产资源在保护与利用的过程中，对于城市内涵也具有一定的

丰富作用，为城市增加特殊的文化风貌。通过宣传与保护，提高民众的人本意识，使得遗产保护与更新

设计深入人心，最终实现城市与遗产资源的共建共荣。 
 

 
Figure 1. Location map of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in 
Liaocheng city section of Grand Canal 
图 1. 大运河聊城城区段物质文化遗产位置图① 

 
通过分析，聊城城区段运河沿线的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多分布在东昌湖区域(见图 1)。近年来聊城政

府为打造江北水城，依托运河，尝试开设了水上公交。为构建水上交通，其在运河沿线新设置五个码头

站点，由此在东昌湖东侧运河沿线，形成了码头群。依托码头群，大码头和小码头两个遗产点形成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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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点的串联。除此之外，居于东昌湖东南侧的隆兴寺铁塔与礼拜寺分列小礼拜寺街东西两侧。依托小礼

拜寺街绿色廊道的构建，可以实现二者的串联。各资源点的逻辑串联，是遗产廊道构建的基础，同时也

是其构建内涵的依托。 

4.2. 线与线交织，开启活力共享的智慧游览 

遗产资源点的串联一定会产生具有不同尺度、不同生态环境、不同街区背景的线性廊道空间。这些

线性廊道空间的交织不仅为遗产资源点提供串联途径，在最基础层面上，其还承担着沟通城市交通的重

任。 
交通是开启运河智慧游览的基石，进一步扩大交通有效供给，加快形成交通与游览相互促进的新格

局，是重塑大运河游览活力的必要条件[12]。依据运河东昌湖沿线遗产资源点空间布局与城市道路划分现

状，进行游览路线的规划。将主要路线划分为水上游览道、健康骑行道以及观光巴士道。水上游览道直

接依托运河河道，实现山陕会馆、基督教堂以及大小码头的观光游览。大小礼拜寺街区、隆兴寺铁塔以

及傅氏祠堂处于东昌湖与运河相夹的城区，路网密集，因此规划健康骑行道。古城墙遗址、海源阁、光

岳楼位于水上古城，水上古城经过聊城政府系统的规划，四面环水，有规则的道路划分，其中拥有较多

的聊城本地文化特色。因此设置观光巴士道，观光巴士道的开展有利于本土文化特色的展示，同时，也

将古城中的运河遗产资源点进行串联。在规划中依托 3S、5G 技术，建立一条各大景区全景网络系统，

形成全新的“网络运河”模式，使三条游览路线既可以相互独立，又可以交织成片[13]。同时结合 30 min
步行可达设置服务驿站，配置智慧解说系统，解说系统的构建对于遗产廊道具有重要的意义。服务驿站

的设立不仅发挥着休憩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进行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与展示，从而实现该区域运

河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与更新。 

4.3. 面与面共荣，营建寻古溯源的空间格局 

点状的遗产资源点与线状的遗产游览廊道，将历史资源与现代空间融合互补，从而交织出博古通今，

能够寻古溯源的面状空间格局。根据小运河沿岸遗产资源点分布现状，将遗产廊道的构建划分为三个层

次，分别为距离运河 500 m 内的核心展示区、500 m~1000 m 内的特色风貌区以及 1000 m 外的建设缓冲区。 
核心展示区内拥有较多的遗产资源，是遗产保护的核心区域。在该区域中，注重对于遗产资源的原

真性、完整性以及人本性保护。注重遗产资源附属空间的利用，充分发挥附属空间对于遗产文化的延展，

加强核心展示区的文化氛围。特色风貌区包含部分遗产资源，以地域文化特色为主。对该区域的规划除

了考虑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之外，还应当考虑城市特色风貌的展现，使遗产资源与城市环境协调融合。

通过局部街道或空间的改造，形成特色游览廊道，从而促进遗产廊道的构建。建设缓冲区遗产资源较少，

是与主城区风貌相呼应的重要外围空间。在该区域中，通过控制土地用途，引入建筑行为，在竖向上来

控制城市景观的天际线，在横向上来承接遗产廊道的构建。 

5. 总结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研究以京杭大运河山东段为背景，选取大运河聊城

城区段为研究对象。在遗产廊道构建的理念下，通过将运河沿线遗产资源进行统计与分类，结合其沿岸

遗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现状，从遗产资源本体、线性游览廊道、共享智慧解说以及构建层次分区等方面，

提出点、线、面的整体遗产廊道构建的更新设计思路。对于运河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应当坚持以遗产为

核心、以运河为线索、以人文为根本，实现沿“运”兴市，“城”“市”交融的空间格局[14]。总之，研

究运河发展的新思路，对于运河的开发与保护、拉动沿岸经济增长、传承运河文化、造福运河百姓等都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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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图 1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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