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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古以来江苏大地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巨

变，海退留下的河流与湖泊，经过历代劳动人

民的疏凿治理，形成四通八达的运河网络。这

些运河互联互通、等级分明，串联城市体系，

连接经济地区，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它们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和地方发展中承担

着重要职能，促进了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承

载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传承至今无疑是

宝贵的建成遗产。近代以来，随着公路、铁路

等新型交通方式的出现和发展，水运的职能

逐渐被取代，大多数运河的日常维护逐渐停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清代省城的演进历程、空间特征与规划设计理论方法”（编号51978360）资助。

区域遗产价值的整体认知对于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历史运河在古代国家治理和地方发展中承

担重要职能，留存至今成为重要的遗产资源和文化景观。在区域尺度上，梳理江苏省历史运河的形成历程和文化意义，

识别出33条具有突出文化遗产价值的运河并总结其保护问题，认为当前运河遗产可以作为省域文化遗产的空间骨架、

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载体。建议尽快开展江苏省历史运河遗产的调查研究，将运河

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纳入省级国土空间规划进行统筹考虑。

The overall cognition of regional heritage val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Jiangsu's canals in histor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ncient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local development and 
have been retained as important heritage resource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On the regional scal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Jiangsu's canals, identifies 33 canal heritages with outstanding cultural value 
and summarizes their protection issues, and proposes that the canal heritage can serve as the spatial frame of provincial 
cultural heritage, the important resource of habitat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the vital carrier of high-quality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t is suggested to carry out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n the canal heritages of Jiangsu Provinc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anal heritage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provincial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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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运河遗产的价值认知和保护利用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1-6]；其中，人们对大运河等单

一河段的关注较多，对运河网络整体保护的

探讨较少。

从现代遗产保护的发展历程看，价值认

知是遗产保护的核心，决定了保护的观念、方

法和对策[7]。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其引发的景观破碎化、孤岛化、同质化危机日

渐显现，学者们开始认识到文化遗产及其环境

之间的适应性、层级性和关联性，试图从区域

视角探讨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及其保护利用

路径[8-11]。其中，汪芳[12]从文化景观的角度提出

“节点—背景—联系”模型，作为文化景观安

全格局的研究框架，对省域大尺度地域内文化

遗产的整体认知具有启发意义。

此外，在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

背景下，文化遗产的资源属性得到重视，在省

域层面通过文化地区的价值发掘与展示以凸

显地域文化特色，成为省级文化空间保护的重

要内容[13]。遍布江苏全境的运河是推动地域文

化形成与演变的重要空间要素，是江苏地域文

明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在区域

层面认知江苏省历史运河遗产的整体价值，对

于保护运河遗产和确定省级文化保护空间格

局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在区域尺度上以整体、关联的

视角认知江苏省历史运河遗产的价值。通过梳

理江苏省历史运河的形成历程和文化意义，识

别文化上重要的运河遗产并评价遗存现状，分

析运河遗产在当下和未来所能发挥的作用，提

炼运河遗产的整体价值，进而为省级国土空间

规划、省域文化保护空间规划和运河遗产保护

提出建议。

1 运河的形成历程及文化重要性

据文献记载，江苏省内开凿运河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2 500年前的春秋时期。在各个

历史时期，人们陆续开凿、疏浚形成的运河网

络，见证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镌刻了多元

共生的文化烙印（见图1）。围绕主要运河的

形成与发展过程，探求与之关联的历史事件

和文化现象，发现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江苏省

的运河都是推动文明交融、国家治理和地方

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按照时间顺序主要体

现在文明交互、国家治理、连接城邑和文化交

流等4个典型方面。

1.1  早期文明交互的关键通道

华夏文明的形成伴随着文明交互的过

程，运河是早期江苏地区各民族间交流互动的

关键通道。春秋战国时期，江苏境内吴、越、楚

等国相互攻伐，为了在水网密集地区进行兵力

集结和粮秣运输，相继开展运河建设。立足于

太湖之滨的吴国以吴都为据点，为西征楚国开

凿胥溪，为南征越国开凿胥浦，为北上伐齐兴

筑吴古故水道（今锡澄运河）和邗沟，极大便

利了吴楚、吴越间的水运路程。为便于北上，越

王勾践开凿百尺渎（又称百尺浦），进而一举

吞吴。楚国灭越后，春申君“城吴故墟”②，对

苏锡运道加以整治改造。先秦运河为江苏地区

诸侯称霸提供了便利条件，成为以后南北大运

① 底图数据来源于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感谢李诗卉协助整理。

②《越绝书•吴地传》。

注释：

图1 江苏历史运河时空变迁
Fig.1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Jiangsu historical canal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①。

e  两宋时期                                                                           f  明清时期

c  魏晋南北朝时期                                                               d  隋唐时期

a  先秦时期                                                                           b  秦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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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和江南地区运河的雏形。

中国的大一统是从区域性整合开始的。

运河浪潮所及之处，国与国之间的疆土界限得

以冲破，各民族由空间分离走向连通。从列国

分治到吴人统治江苏大地，再到越、楚依次代

之，运河发展加速了诸侯兼并的进程，割据政

权数量逐渐减少，内部统一性逐渐加强，为此

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1.2 支撑国家治理的必要工具

自秦统一以来，江苏运河建设由服务于

军事斗争转变为服务于国家治理。秦始皇为

了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凿丹徒、曲阿，将

统一意志经运河传递至六国故地。西汉吴王

刘濞经营东南，开茱萸沟和盐铁塘以实现国

用富饶。东汉广陵太守陈登为保民生，修邗沟

西道以通达江淮。

据《禹贡》记载，早在战国时期，长江和

邗沟就被用作国家贡道。隋唐以后，南北大

运河成为“转漕东南之粟”的国家级战略通

道。当大运河进入江苏这片泽国沃壤之时，

就迅速融入一个庞大的运河水网中。在淮北

地区，唐代开凿的涟水新漕渠为后世通漕行

盐要道。在苏中地区，随着淮盐成为国利，官

方大规模开浚西接大运河、东达串场河的盐

运河。环太湖地区为天下粮仓，形成了以江

南运河为骨干的漕运水网。绵密的运河支线

犹如大运河这棵参天大树深入江苏大地的繁

茂根系，与大运河共同保障国家漕运制度的

正常运转。

在南京为都时期，运河因有强化畿辅地

区空间联系的功能而得到持续维护。割据江东

的孙吴政权开挖破冈渎、上容渎，连通都城建

业与太湖流域，巩固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

格局。明初定都南京，深浚胥溪古河、胭脂运

河，使“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③。

偏隅东南的江苏大地本来远离北方统治

中心，资源调配的难度更大，却能够在秦以后

成为历代王朝稳定的疆域。这与运河带来的空

间连接作用密不可分。同时，江苏运河附属于

中央集权和漕盐之制，政治意义被不断强化，

成为支撑国家治理的必要空间工具。

1.3 连接城邑体系的基本网络

从先秦时期的军事设施到隋唐以来的

漕运通道，江苏运河的社会经济功能逐渐进

入全盛状态，成为沿线聚落兴起、发展和变迁

的基本动力。早期运河多以都城或区域性政

治中心城市为起点，如吴国的姑苏，享三江、

五湖之利；西汉吴王刘濞坐镇广陵，扼江淮水

运；六朝建康一度成为全国交通中心，“贡使

商旅，方舟万计”④。早期运河大多成长为运

河网络中的主干，不断向外生长支系，带来人

流、物流的集聚，沿线城镇随之兴起。这些城

镇的规模大小和繁盛程度，与其所依附的运

河等级密切相关。主要运道集合了大型都会，

如淮、运交接处的彭城、淮安，时居主要盐河

沿线的泰州、盐城、海州等。运河支线则集聚

着数量众多的中小城镇。江南地区发达的水

运有利于工商业集散，沿河集镇蓬勃发展[14]；

江北运盐河的兴修则催生了大量的盐运古

镇，海岸淤涨、盐场聚落东移，又带动运盐河

不断生长，如始凿于西汉的通扬运河，到明清

时期已延伸至石港、吕四，逐渐将新生城镇纳

入城邑体系。 

在以河运为支撑的社会运转中，承担漕

运、盐务、河工、商贸等不同职能的城镇形成

具有明确层级关系及分工协同机制的城邑体

系。运河与城镇相互滋养，不断拓展并丰富

着城邑体系，造就古代江苏城镇地区的繁荣

生机。

1.4 加速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径

运河不仅带来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也促

进了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在以运河为行

进路线的军事冲突中，吴越文化、楚文化与汉

文化彼此碰撞，从此形成了地域内相对统一

的文明发展合力。两汉时期，水运咽喉彭城一

带便有“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邗

沟沿线起漕运之资“大起浮图祠”，运河地区

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锋[15]。魏晋时期南京

京畿地区的水运建设构筑起南北文化传输通

廊，北方文明迅速在江南大地上流转出新，成

就了六朝文化高峰。东晋建康“万国来朝”、

明代郑和下西洋，文化的输入与输出均以运

河为连接，客观上放大了中华文明的地域效

应。隋唐以后，文人墨客、客商河工的南来北

往，使文化交流成为一种较为自发的取向。唐

宋诗词中不乏描写、吟咏运河的作品，明清小

说所载的水浒英雄、两淮盐商的故事最早也

是由“打谈的”在码头上传唱。便利的水运

往来加速了不同文化间的杂交融合，同时运

河以网带状铺陈大地，又极大拓展了文化交

流的空间范围，从而塑造出江苏地区南北并

蓄、多元交融的文化品格。

2  运河遗产的识别与保护

19世纪末20世纪初，“漕运”时代终止，

江苏运河传统的漕盐转运功能随之结束，但

大部分仍保留着航运、排涝、景观等作用。随

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现代基础设施建设不

断侵蚀着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运河，运河的

历史形态日渐模糊甚至消亡，严重威胁到运

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基于文化重要性与现

状遗存情况，笔者识别出33条具有突出价值

且留存较好的历史运河遗产，并指出当前运

河遗产保护在本体保护、空间协调、管理协同

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2.1  运河遗产识别

在申报世界遗产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

双重契机下，京杭大运河故道原貌、沿线水利

遗存都已得到深入而详实的调查，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已被纳入“十四五”规划建议中。

相比之下，江苏省其他运河得到的关注明显

不足。当前运河遗产主要被登录在文物保护

单位中，分为水利设施遗址、桥梁码头遗址、

堤坝渠堰、桥涵码头、水利设施及附属物等5

类，其中大多为古建筑、古遗址，被认定为文

物的运河仅有29段，并且这些河道以分区分

段的形式进行指定，如文物名录中老通扬运

河只有江都段列入，串场河则被分为亭湖段、

阜宁段遗址。这种片段性的静态认知难以阐

③《明史》卷七九《食货三•漕运》。

④《宋书》卷三三《五行志》。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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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历史运河所承载的动态的、持续演进的文

化内涵。

江苏省运河遗产见证了区域开发与国

家发展的光辉历程，并反映为实体可见的遗

产空间。据此提出江苏省运河遗产识别的两

个维度——历史价值与现状遗存。在历史价

值层面强调文化重要性，江苏运河发展自始

至终与江苏文明演进历程紧密相关，将运河

价值置于广阔的历史变迁中进行认知，筛选

承载地区和全国历史文化内容的运河遗产。

在现状遗存层面则注重运河河道及相关设

施遗存的真实性、完整性，既考察河道线位

的原真性，也兼顾保障运河功能的水利遗存

的完整性。具体而言，主要包括4个步骤：（1）

建立江苏省文化主题框架，筛选出承载全国

与江苏省重要历史文化事件的运河；（2）从

时间、空间两个方面，筛选出延续300年以

上、跨越今天2个以上区县的运河条目；（3）

对文化重要性较高的运河进行线位识别，借

助ArcGIS软件对民国时期实测地图进行地

理配准和数字化⑤，与现代卫星图进行空间

叠加对比，以世界遗产大运河85%的留存比

例为标准进行筛选[16]；（4）根据第三次文物

普查数据分布情况，确保运河沿线至少留存

一处相关水利遗存（见图2）。依据以上标准，

选定33条历史运河构成江苏省历史运河遗

产网络（见图3），这些运河依然维持着相对

稳定且完整的格局，并承担着水利、航运、文

化旅游等多元功能，是江苏运河文化和地域

文明的重要载体。

2.2 运河遗产保护

近年来，随着生态与文化逐渐成为区域

发展的重要竞争力，运河遗产价值已经取得

共识，运河环境整治与保护利用工作也在陆

续开展。但是，由于运河遗产网络的复杂性及

途经区域的多元性，仍采用传统以点状保护

为主的措施难免捉襟见肘，在本体保护、空间

协调、管理协同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尚未在

运河遗产的保护利用方面探索出与其文化价

值相契合的路径。

首先，面对运河遗产这一庞大复杂的遗

产网络，在具体的保护利用中产生了片段性

问题。处于建成区的河道被当作发展资源加

以利用，故道被裁弯取直，驳岸硬化，面临着

建设性破坏的风险；处于郊野段的河道则处

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水体污染、闸坝废弃，面

临着日益衰败的困境。由于对运河遗产网络

的整体性认知不足，将精力集中于局部运段

或部分现状良好的古建文物，缺少从全面认

知、整体保护到重点开发的系统思路。

其次，运河遗产作为区域性遗产，跨越地

区、连接城镇，与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

间存在交织叠合。当前，省域国土空间规划针

对“三区”制定了不同的管控要求，因而在

运河遗产不同河段的保护力度和方法方面也

存在较大差异，加剧了片段性保护利用的问

题，也不利于形成空间优化合力。在新的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下，亟需针对运河遗产空间与

“三区”之间的价值衔接、空间联系进行深度

剖析，构建彼此关联的空间优化路径。

最后，运河遗产的保护利用涉及跨行政

区域、跨管理部门，因而带来管辖范围冲突、

管理职能交叉等问题，区域协作路径和机制

有待完善。以串场河为例，这条人工河道记录

着江苏的海陆变迁史，承载着江淮地区千年

的水利、水运和海盐文化，如今是排水调节河

道和农副产品运输航道，成为江苏沿海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要素。由于串场河跨越6个

市县，沿线文物遗迹散落分布，水质和景观效

果参差不一，其保护利用涉及生态环境治理、

水利交通、农业农村、文旅等多个部门，目前

尚未形成跨区域协同机制。

3  当前运河遗产的保护利用价值

“十四五”时期，“文化强国”上升为国家

战略，文化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历史运河遗产作为

江苏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独特的文化价值和

空间属性使其能够成为提升地区宜居性、促进

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资源。通过

考察美丽江苏建设和国土空间规划的时代需

求，笔者认为运河遗产能够在省域文化遗产保

护、人居环境建设和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中发

挥重要价值。

3.1 省域文化遗产的空间骨架

江苏省历史运河是古人在改造自然、塑

造社会的进程中形成的，与周边历史要素有着

丰富的交互作用。从空间形态来看，运河作为

交通线路，将多层次、多类型的遗产要素进行

了空间串联。从文化内涵来看，依托运河的文

化互动贯穿于江苏文明生成的全过程，作为节

点的文物遗产与作为线路的运河之间因而产

生了特定的历史逻辑，组成诸如族群融合、城

图2 江苏省历史运河遗产识别流程
Fig.2  Identification process of Jiangsu canal herit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江苏省历史运河遗产网络
Fig.3  Jiangsu canal heritage net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⑤本文使用中国台湾馆藏图册《江苏省陆测图》相关地图进行数字化，并参考美国地质调查局历史地形图。注释：



82 | 城市研究

邑市镇、漕运盐政、儒释道、海上丝绸之路等不

同文化主题的遗产系统。这些遗产系统共同构

成江苏省域文化遗产网络。特定的历史运河在

单个文化系统中成为连接性要素，因此将纵横

交织的历史运河作为一个整体时，在江苏省域

文化遗产网络中表现出“骨架”的特征。通过

缓冲区分析，对省域重要遗产⑥与历史运河的

空间关系进行定量观察（见图4），发现约49%

的遗产资源分布在距运河3 km的范围内，约

64%分布在距运河5 km的范围内（见图5）。

这表明江苏省文化遗产具有沿运河分布的空

间特征，江苏历史运河作为“骨架”的影响持

续至今。

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城乡遗产资源与

文化景观普遍面临着破碎、同质、异化甚至消

亡的风险，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对空间上不直

接相邻的文化遗产之间关联的忽视。江苏省历

史运河所体现的“骨架”作用可以为江苏省

域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提供路径。历史运河遗产

具有的文化背景和空间连续性，为现状分散、

破碎的有形遗产提供了存在语境，不仅有助于

在一个整体的线性空间中认知个体遗产之间

的关联性，也有利于搭建遗产网络来修补更大

尺度范围内形态和文脉的断裂。在规划技术层

面，历史运河作为一种线性文化景观，能够与

文化线路、遗产廊道等保护方法良好结合，进

而转变为省域遗产保护利用的工具，在遗产管

理和协作等方面弥补当前遗产保护体系存在

的不足。

3.2 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资源

内河航运时代下，沿运聚落成为人居空

间的主要载体，集中代表着古代江苏人居文

明的成就。运河为地区人居发展提供了水源、

交通等基础保障，同时运河又转变为人文资

源，孕育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和

建筑，成就了今天江苏城镇群地区丰富的文

化现象。利用空间关联（spatial join）分析，

提取出历史运河行经的乡镇（街道）级行政

单元共572个，占基层行政单元总数的38%，

但这些区域人口占江苏省总人口的60%⑦，可

见当代人口分布与运河走向仍具有一定的趋

同性，重要的历史运河沿线往往也是城镇密

集地区，自然成为江苏特色人居建设的重点

地区。

吴良镛认为，一个良好人居环境的取得，

既要面向“生物的人”，达到“生态环境的满

足”，还要面向“社会的人”，达到“人文环境

的满足”[17]。历史运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景

观和文化价值，在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交融

中持续扮演着纽带的角色，无疑是具有极高

潜力的人居建设资源。第一，纵横密布的历史

运河本身就具备了广泛的水生态效益，有助

于提升环境质量。第二，历史运河常常与护城

河、城乡内部水网相通，串联了各类特色资源

点和地段，能够为城乡居民提供丰富多彩的

公共空间。第三，历史运河及因“运”而生的

一系列园林古建，作为彰显地域特色的重要

标识，有助于塑造“水运人家”的空间格局

和地域风貌。

3.3 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地区

国土空间特性认知是国土空间规划与高

质量发展的前提。在自然与人工的共同作用

下，运河沿线地区呈现出自然与人文资源富

集、城镇与乡村繁荣、交通与水利设施发达的

特征。开挖运河对历史时期的区域地理态势、

河湖变迁、农业形态和耕种模式等都造成了客

观影响，造就了如蜀岗瘦西湖、九龙口、兴化垛

田等多种空间形态。可以说，运河沿线地区是

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的高度复

合型国土空间。

从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来看，运

河沿线地区的文化遗产空间与其他各类空间

的联系更为紧密，倒逼保护与开发走向统一，

有利于推动空间协同发展的新战略、新思路。

从国土空间特色发展的角度，国土空间规划

需要重视体现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保护体

系，运河沿线地区作为人文资源富集区，是国

土空间文化特质的突出表达形式，有助于消

解软文化与实空间的割裂，为塑造特色空间

提供有效载体。

4 结论与讨论

江苏省运河遗产是地域文明形成与演变

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支撑省域文化传承、人

居环境建设和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特色资

源。当前正值江苏省国土空间规划和美丽江苏

建设的关键时期，基于对省域运河遗产价值的

整体认知，建议将运河遗产网络纳入国土空间

图4 省域重要遗产与运河遗产网络的空间关系
Fig.4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vincial important heritage and canal heritage net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文物保护单位与运河遗产网络                                       b  其他重要历史文化资源与运河遗产网络 图5 省域重要遗产到历史运河的距离
Fig.5  Distance between provincial important heritage 
sites and historic canal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⑥包括大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世界人文遗产、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工业遗产等。

⑦人口数据来源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乡镇行政边界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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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在保护的基础上兼顾传承和利用，重点

关注3个方面：第一，加快开展省域运河遗产

调查评估和运河遗产名录评定工作，全面梳理

运河遗产资源的底图底数，建立运河遗产信息

管理平台；第二，将运河遗产空间要素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在统筹保护底线和地

区发展的基础上划定多层级的运河文化保护

空间，作为保障文化安全、推动发展转型的特

色空间单元；第三，在省级层面开展运河遗产

保护利用的顶层设计，将运河文化保护空间范

围、指标和相关政策明确到主体县市，搭建跨

区域文化研究与保护利用的协作平台，开拓整

体保护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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