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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小学文化的新宁波人高红斌，为何能
对宁波大运河遗址，如此熟识？

我们发现，在他的驾驶室，张贴着一
张中国大运河 （宁波段） 线路图。

作为宁波首个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
运河 （宁波段） 有着丰厚的“家底”，包括
六类 27 处 32 个点位的运河水工文化遗存和
13 处特色鲜明包含古城、名镇、村落的运
河聚落等。

这，也让它的未来充满想象。
十年来，关于大运河的保护利用，从

国家到省市，顶层设计不断加码——
2019 年起，国家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

承利用规划纲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保护规划》 出台；

2020 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浙江
段） 启动建设，出台了 《浙江省大运河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浙江省大运河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 等；

2021 年，大运河 （宁波段） 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实施规划正式出台；2022 年市委
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启动建设河海博物馆

（暂名）；2023 年，《宁波市大运河世界文化
遗产保护实施办法》 印发⋯⋯

宁波更是创造性提出“一脉三片多组
团多线路”空间发展格局，实现了经济、
社会、生态效益多赢共享——

井头山遗址、上林湖荷花芯窑址、后
司岙窑址等考古项目加快推进；

西塘河文化公园、望京门遗址公园相
继开放；

对余姚丈亭运河老街的保护规划修缮项
目一期已经完成，走进老街史迹陈列室、郑
家渡亭，仿佛还能“卧听满江柔撸声”；

连续几年发起“同一条运河”——宁
波大运河小河长护河行动，让更多宁波孩
子身体力行“运河就是家园”；

⋯⋯
尽管如此，宁波大运河的活化利用之

路，依旧征途漫漫。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 （宁

波段） 在公众知晓率和传播率上，还有待
提高。”宁波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有关负责
人说。

接下来，宁波会继续加强对压赛堰遗
址、小西坝遗址和句章故城遗址 （宁波江
北区姚江北岸） 等处考古发掘；重点推进
大西坝、小西坝、压赛堰等姚江水利航运
设施和斗门老闸的保护、修复等。

“我们要站在世界的角度，去活化利
用，让运河与世界共舞。”镇海口海防历史
纪念馆馆长严辉认为，中国大运河 （宁波
段） 从 诞 生 之 日 起 ， 就 是 世 界 文 明 的 窗
口。馆内展陈的重要图像文献南宋“舆地
图”就是最好证明。

她建议，通过传承弘扬宁波“大运河-
海洋”宋韵文化，推动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建设。

包括提炼宁波创新务实、开放严谨、
包容坚守的大运河宋韵文化核心；整合推
出相关文旅融合线路，诸如“国家雄图”
主 题 体 验 线 ， 将 零 散 遗 存 和 区 块 有 效 整
合、深度开发；

将宋代流传至今的国家和省级非遗项
目 ， 诸 如 骨 木 镶 嵌 工 艺 、 越 窑 青 瓷 及 瓯
乐，植入运河文化；“复刻”宋代海鲜名
菜、月湖船菜，在月湖、三江口等地传承
开发；探索大运河文化和宋韵文化相结合
的“文化产业+”模式，扩大宁波对世界的
影响力。

一船云月一帆风。
中国大运河 （宁波段），这条生命之

河、文化之河、经济之河，在数以千年的
尺度上描绘历史，也将在下一个十年中，
继续给予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宁波一份独有
的浪漫——

向东是大海，扬帆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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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 7 时 20 分，老外滩中马
待泊区，“天统 10 号”集装箱货
船船主高红斌站在船头，等待涨
潮。

妻 子 站 在 船 顶 ， 拾 掇 她 的
“开心农场”。随手择一把绿油油
的生菜，蹭蹭衣角，笑而不语。

“潮水上来了，准备开船！”
高红斌一声令下，身兼水手的外
甥，赶紧拉出驾驶舱两侧的后视
镜，起锚。

一时间，人声、船声、机器
声混杂在一起，这热闹场景把我
们拉回到千年前。

“帆樯如林，舟楫如鲫”。那
是中国大运河 （宁波段） 的辉煌
时代——唐宋时期。

“唐代，宁波就好比大号的
港 务 局 ， 主 港 就 在 三 江 口 。”
张亮，宁波博物院院长，这几年
一直在筹建河海博物馆 （暂名），
主角就是中国大运河 （宁波段），
其正河、支线总计 331 公里。

狭义来看，它指人工河道。
包括浙东运河上虞—余姚段、浙
东运河宁波段及宁波三江口。

广义来讲，它包含了人工河
道、自然河道在内的，完整的、
连续的河道。

“大运河整体是一条线，到
了江南是一张网，在宁波这张网
里 ， 人 工 河 道 和 通 海 的 自 然 河
道 ， 各 占 一 半 。” 在 张 亮 看 来 ，
中国大运河 （宁波段） 发端于秦
汉时期宁绍平原的早期开发，兴
盛于唐宋时期的南北方联运。

这期间，运送的物产除了青
瓷之外，还有不少大宗货品和海
鲜。

走进江厦公园，北宋时期迁
至明州的两浙路市舶司碑刻依稀
可见；在月湖公园，高丽使馆旧
址已矗立近千年。

唐代以后，当扬州不再是长
江 的 河 口 港 ， 钱 塘 江 因 潮 水 凶
猛 、 地 下 有 沙 ， 使 得 杭 州 、 绍
兴 、 嘉 兴 等 地 也 不 适 合 做 港 口
时，宁波 （明州） 港成了“天选
之子”。

包括漕船在内的所有船只从
甬江进入三江口，然后沿姚江以
及与之平行的人工河道，向西到
绍兴、杭州，对接京杭大运河。

这一优势，在南宋以后被进
一步放大。宋宁宗登基后，更年
号为庆元，并规定：“凡中国之
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
惟庆元得受。”

“那时候，杭州与宁波的关
系 ， 好 比 明 清 时 代 的 北 京 与 天
津。”张亮说。这不仅是因为宁
波可以联通运河，更在于它可以
达海。

顺着历史的长河继续向前。
由于辽宋夏金时期南北对峙，大
运河全航段通行条件已不具备，
海上漕运因此成为元政府的替代
方案之一。

元代至正十六年，海道都漕
运万户府在宁波重建。

彼时，漕船在甬东司道头，
就 是 现 在 的 和 义 大 道 附 近 ， 靠
泊，装上粮食后，沿海岸北上，
在定海或刘家港与其他方向漕船
汇合后，从海河进入元大都。

明清，是中国大运河 （宁波
段） 发展最完善的时期。由于海
上航道风险，元代短暂的海上漕
运，此时又回到了河道之上。

后来随着蒸汽机船的兴起、
曹甬铁路的建成通车等原因，光
绪二十七年，漕运停止，运河基
本停运了。

“运河的成型与区域开发基
本是同步的，它‘流’出了‘一
府四县’，即明州府，余姚、古
慈溪县、鄞县、镇海。”张亮介
绍，根据大运河申遗文本，中国
大运河 （宁波段） 还是自然河道
与人工河道的有机结合。

每 一 条 通 向 海 的 潮 汐 江 河
道，都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塘河。

“复线运行，因势取舍，体现了
独特的中国式天人合一的智慧”。

中国大运河 （宁波段） 的高
光之处还在于，它“流”出了一
个国家级农商转运港。

关于这一点，日本汉学家斯
波义信曾提出：宁波实际上成了
大运河的南端终点，而且，由于
杭州湾和长江口的浅滩和潮汐影
响 ， 来 自 中 国 东 南 的 远 洋 大 帆
船，被迫在宁波卸货，转驳给能
通航运河及其他内陆航道的小轮
船或小帆船，再由这些小船，转
运到杭州、长江沿岸港口，以及
中国北方的沿海地区，而长江下
游 地 区 的 产 品 则 运 集 到 宁 波 出
口。

“看，那个是庆安会馆，听说
是船老大们休息集聚的地方⋯⋯”
高红斌的声音把我们的思绪拉了
回来。

“ 天 统 10 号 ” 正 缓 缓 驶 过 ，
千年前“跑遍天下，不如宁波江
厦”的熙熙攘攘浮现眼前。

庆 安 会 馆 ， 又 名 甬 东 天 后
宫。过去是祭祀航海保护神天后
妈祖的殿堂，又是北号船工船商
同行聚会的场所。

“我们有一个镇馆之宝——
宝顺轮。”庆安会馆负责人丁洁
雯说。它是在宁波投运的第一艘
装上大炮的蒸汽机轮，短时间内
以一船之力肃清沿江、沿海的猖
獗海盗，留下一段乱世佳话。紧
邻的安澜会馆，则是南号船工船
商集聚之地。

岁月风云变幻。如今，两大
会馆已从喧嚣一时走向宁静。

对面三江口，繁忙依旧，运
河水滚滚东流。

三江口成为宁波城市的“原
点”。

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
路、海上书籍之路、海上茶叶之
路、海上佛教之路、海上石刻之
路，这些连接世界并被冠以“海
上”二字的大通道，穿过这方烟
波浩渺，通向远方。

一船云月
一帆风

六百里
水路

“就这么直挺挺坐着，手握轮
舵，眼望前方，不觉得无聊么？”

“无聊啥，这就是生活啊……”
十四五岁开始，跑了大半辈

子船的高红斌脱口而出。
流年似水，一如他跑的这条

水路——中国大运河（宁波段）。
岁岁年年，咸淡相依，奔流

不息，这，是大运河的“生活”。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

江考察时强调，大运河是世界上
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十分宝贵的
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
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河海交汇，丝路扬帆。今年
是中国大运河（宁波段）申遗成
功十周年。

不妨跟着我们的脚步，走进
六百里水路，去感知它的古韵往
事，去触摸它的澎湃当下，去聆
听它与世界对话。

毕竟，从那一刻开始，它的
流向就是未来。

记者 冯瑄

宁波地区的河道一般称为
塘河系统。

宁波的塘河系统既是这座
千年古城发展演变的“配套工
程”，也是浙东运河宁波段的

“ 毛 细 血 管 ”， 更 是 宁 波 作 为
“海丝”古港的遗存和见证。

我认为，要深刻认识、保
护、利用好宁波的塘河，是完
整表达宁波“河海名城”文化
价值，提升宁波城市建设水平
的 极 好 切 入 点 ， 相 信 塘 河 的

“摩登时代”即将到来。
首先，要在传统城区有机

保护与更新中，注重街河历史
肌理。

塘河水网承担了古典时代
宁波城市的给排水、交通等各
项主要功能。建议在名城保护
规划、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和街
区中重要文保单位的保护规划
中，增加“街巷与河道”保护
专篇，进一步强化相关空间肌
理的保护与体现。

其次，要充分利用城中河
湖的资源，延续湖居生活景观。

宁 波 日 月 双 湖 是 城 内 湖 。
传统湖居中的人与自然配合方
式，在今天的城市建设中也可
以借鉴。建议在今后的公共设
施 、 新 建 社 区 选 址 中 ， 结 合

“三江六岸”专篇规划、大运河
保护规划相关要求，注重城市
中 河 湖 环 境 资 源 的 利 用 与 结
合，在诸如月湖历史街区的保
护利用中适当恢复、再现传统

“湖居生活”的景观。
再次，在城乡生态环境建

设的体系中，要注重河网湿地
保护。

由于浙东运河区域自然河
道、人工河道、灌溉系统往往
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可以
视为一种互相关联的景观。利
用城西区域残留的中塘河、西
塘河水系，恢复当年的湿地环
境，无论在景观、行洪、灌溉
上都是极具可操作性的，将会
成为新的城市景观，并探索出
一条生态与城市开发相结合的
新道路。

最后，要结合大运河国家
公园建设，保护塘河市镇遗存。

在河道的交通节点或者重
要水工设施所在区域，往往会
出现市镇，这些市镇也见证着
水道的作用与发展。各地 《大
运河国家公园保护规划》 均提
出“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
工作，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宁
波地区与塘河相关的市镇保护
开发依然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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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
镇海

宁波

余姚

丰惠

梁湖

上虞
驿亭

东关陶堰皋埠

绍兴

柯桥

钱清

衙前
萧山

西兴

丈亭

高桥

余姚丈亭老街。
（冯瑄 摄）

跑 船 人 高 红
斌等待船过闸。

（冯瑄 摄）

大运河镇海段。
（唐严 摄）

远眺大运河。
（唐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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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天统 10 号”，继续顺着余姚江一路向
西。

“我们从镇海港始发，装了 21 个集装
箱，在绍兴港卸掉 17 个，剩下 4 个运往杭
州，返回时，再拉上 20 个左右的箱子，运
到镇海港⋯⋯”

高红斌边开船，边介绍。
船舱内，闷热无比。不聊天时，只剩

下刺耳的马达轰鸣声。
“过去说‘跑船、打铁、卖豆腐’是人

生三苦，放到现在，其实也苦。”
50 多岁的高红斌絮絮叨叨：“家住安徽

亳州，家里世世代代跑船。少时开帆船；
然 后 是 拖 船 、 挂 机 船 ； 再 后 来 买 了 条 铁
船，辗转湖州、上海跑。”

2017 年，高红斌一家来到宁波，开上
了“天统 10 号”。“这是公司四艘集装箱货
船中的一艘，长 45 米、宽 10 米不到⋯⋯可
以拉集装箱，也可以拉煤，只要船不停，
就有钱赚。”

上午 10 点半左右，姚江船闸到了。
“太好了，我们赶上了第一闸。”这对

高红斌意味着，可以提前三四个小时抵达
下一站蜀山船闸。

“以前过闸很麻烦，要一路小跑买闸
票，去海事部门开单子。现在，只需要点
开 浙 闸 通 App， 就 可 以 提 前 办 理 申 请 过
闸，方便多了⋯⋯”

过 了 闸 的 水 道 ， 没 了 潮 汐 ， 平 静 清
澈，两岸白鹭翩飞、草木茂盛。

突然，高红斌手机响了：船尾妻子打
来电话，可以吃午饭了。

番 茄 炒 蛋 、 芹 菜 肉 丝 、 豆 角 炒 豆
干、紫菜蛋花汤⋯⋯就在我们赞叹“五菜
一汤”的间隙，高红斌径直过来坐到了餐
桌旁。

“你们多吃点，船上条件不比岸上⋯⋯”
多 年 跑 船 ， 让 他 养 成 了 快 食 的 习 惯 。 对
此，妻子道出了老伴儿的“心事”：再多跑
几年，等儿子结婚，就打算回老家了。

谈 起 这 些 年 在 宁 波 运 河 跑 船 的 “ 收
成”，老两口喜在心里：拉集装箱，绍兴来
回一趟需要五六天，一个月三四趟，一年
下来，可以攒 10 万多元。

“相比刚来宁波那几年，好多了，赚钱
嘛，有多有少，就跟这河水一样，过闸之
前是咸的，现在是淡的，有咸有淡，才是
人生，哈哈哈！”

已过正午。船行时速 10 多公里。
为 了 缓 解 困 倦 ， 这 段 6 个 多 小 时 的

“ 慢 ” 旅 程 中 ， 高 红 斌 变 身 大 运 河 “ 导
游”：“到青林古渡了啊”“前方大西坝，旁
边就是小西坝”“快看，句章故城遗址到
了，接下来就是河姆渡了啊”⋯⋯

在高红斌看来，近些年，浙东运河航
道拓宽，航道等级也提高了不少。

的确，时至今日，浙东运河依然发挥
着水运作用。

这 些 年 ， 随 着 城 市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加
快 ， 杭 甬 运 河 的 升 级 变 得 日 益 迫 切 。 从
1979 年的 15 吨级，到后来的 25 吨级，再到
2000 年，宁波运河航道按四级标准提高到
了 500 吨级。

去年出台的 《浙江省现代化内河航运
体系示范省实施方案》，更是将杭甬运河定
位为浙江四大海河联运通道，也是 Y 型千
吨级航道主骨架之一。

运河等级的提升，也在升级着运输方
式，这几年，杭甬运河上 （装载） 集装箱
的船明显多了。

据宁波镇海海事处统计，2023 年杭甬
运河宁波段集装箱吞吐量累计完成 9192 标
准箱，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逾 15%。

“相比来说，水路运输运能大、成本
低、环保优势明显。”市港航中心有关负责
人介绍，以“天统 10 号”为例，每箱运输
成本在六七百元，如果走陆运，每箱成本
要 2000 元。

当天下午 2 点多，“天统 10 号”顺利通
过蜀山船闸。

迎接高红斌一家的，是浙东水道的黄
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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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一 次 漫 长 的 采 访 。
从开始到最终成稿，大概耗
时一个月零三天。

犹如本篇文章的主角——
中国大运河 （宁波段），从一
条线性的段，到一张网状的
河，最终成一座没有围墙的
博物馆。从初识、懵懂，到
基本熟识、有点喜欢、有点
沉 醉 ， 于 是 打 开 笔 记 本 电
脑，在某一个凌晨，敲下这
些林林总总。

“ 河 海 交 汇 、 丝 路 扬
帆”。这是中华海洋文明探源
第五篇的主题。

“接单”之初，是一头雾
水。宏大叙事之下，该如何
起笔，如何用人的故事，讲
述这条流淌千余年的水道。

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是
宁波唯一。关于它的历史和
价值，早在申遗前后和最近
十年间，专家学者从不同视
角进行了梳理和解读。

那 么 ， 不 妨 换 个 视 角 ，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触摸
这“千年”脉动。

于是，登船，和现代跑
船人高红斌夫妇一起，重走
六百里河道。

最终，庆安会馆、宁波
帮博物馆、水则碑、高丽使
馆旧址、永丰库遗址公园、
江厦公园、三江口、丈亭老
街、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
等地的采访碎片得以串珠成
链。它们和跑船人一起，讲
述宁波大运河“通江达海、
运济天下”的新时代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
察时强调，浙江要在建设中
华 民 族 现 代 文 明 上 积 极 探
索。要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
的 文 化 使 命 ， 赓 续 历 史 文
脉，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
动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创新性发展。

“河海博物馆（暂名）的相
关工作仍在推进中”“今年10月
24日，宁波博物院将组织召开

《河·海·港·城——大运河与
宁波历史文化》 学术研讨会，
进一步夯实河海博物馆 （暂
名）建设的理论根基”……

或许，河海博物馆 （暂
名） 的筹建，将开启中国大
运河 （宁波段） 活化利用的
新篇章。

又一个十年。更多的起
笔和运笔，交给政府部门、
业界专家和民间力量。

区（县、市）

重要地名

节点城市

图例

运河

庆安会馆的庆安会馆的宝顺轮模型宝顺轮模型。。（（冯瑄冯瑄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