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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3155261 电邮 wuyetingchan@163.com文化看点
WENHUA KANDIAN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第一百五十六期

主办：沧州日报
承办：沧州日报《人文周刊》

主持人：

去年，南川楼、朗吟楼相继
建成，与清风楼一起构筑了沧州
历史文化地标。这两处新景观目
前呈现什么状态？今年将有哪些
开发利用或建议？

杜金月：2021年 6月，由天津大
学规划建筑设计总院设计的南川楼、
朗吟楼主体完成。尊古不复古，标新
不立异，大运河两岸形成三楼鼎立之
势。南川楼片区经历百年历史变迁，
是城市记忆的微缩区，与清风楼、南
川楼、朗吟楼、文庙、几字弯等，将
共同形成大运河城市重要标志，是展
示城市形象的窗口。

目前，已审议通过南川楼片区规
划设计，占地约 225亩，总建筑面积
约 5.3万平方米，连同南川、朗吟二
楼，将打造以“一核、五街、四节
点”为总体布局、极具明清风貌特色
的大运河文化街区，将成为老城区大
运河畔的城市会客厅。一个核心体验
项目即南川园移风国剧社；五条特色
主题商街即南川老街、滨湖时尚酒吧
街、沧州食坊街、特色小吃街、滨河
雅趣休闲街；四节点为现有的南川
楼、朗吟楼，及新增的古船博物馆、
给水所公园。目前，文化街区已启动
建设，计划2022年完成。

王成东：建议在设计和建设过程
中，要多考虑亲民性和实用性，有长
远规划和布局，应建成能够成为历史
的建筑和设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
国家工程，质量要高，还要让百姓看
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既要尊重历
史、传承历史，还要超越现实、面向
未来。以往一些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或
竣工后，很快就失去了原有功能或作
用，甚至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去复修、
维修、整修甚至拆建。这应引起重
视。

孙云英：每个项目建设之初都有
功能定位。南川楼、朗吟楼、清风楼
应有明确的功能区分。清风楼可保持
现状，以举办文化活动为主；南川楼
可以配合片区规划，彰显生活发展历
史的介绍与展示功能；朗吟楼则可以
承担感受沧州历史文化（名人名作）
的功能，激发当下文化创作。实现三
座名楼的城市会客厅功能，增强文化
内涵。

大运河规划的文化律动大运河规划的文化律动大运河规划的文化律动

11

主持人：

2021年，市区和域内在大运河景观带建设提级上收到哪
些效果？各界观感如何？22
杜金月：2021年，我市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硕果累累，整体景观风
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是全域规划体系基本形成。
对沧州全域215公里大运河规划进行
了再梳理、再提升，完成了文化遗
产保护等六大专项规划，启动了整
体景观和城市建筑风貌规划、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和大运河助
力乡村振兴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完
成了园博园（主园区）、非遗展示中
心、大化工业遗存改造提升、南川
楼片区一期、中心城区大运河生态
修复与通航（渤海路—海河路）、吕
家院等专项规划和工程设计，形成
了完整规划体系。

二是文化保护传承成效明显。
完成全域 176处物质文化遗产和 375
项非遗项目的调查摸底，建立了保
护名录。2021年，南川楼、朗吟楼
建筑主体和室外广场完成，谢家坝

水工智慧博物馆、捷地御碑苑建成
开放，青县马厂炮台抢修加固等工
程竣工。建设了博施博物馆，建立
了沧县舞狮、木板大鼓等非遗传承
基地。编撰出版《大运河文萃》等
系列丛书，推出了《江湖》《大运河
上》《运河印象》等舞台艺术精品。

三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2021
年，全域堤顶路贯通，形成高水
准、高质量的生态景观大道。完成
全域河道清淤疏浚，开展拆临拆
违、垃圾清理等专项治理，运河沿
岸“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实现
了沿线 2814个村庄生活污水管控。
积极协调上游引水，引黄引江水 1.8
亿立方米。在大运河河滩地、未利
用地上补植了乡土树种，整体增加
绿量，让运河水更清、岸更绿、景
更美，整体生态环境不断提升。

四是项目建设明显提速。2021
年共谋划推进重点建设项目 25个，

总投资178亿元。其中主城区重点项
目 11个，总投资 139亿元，沿线县
（市） 项目 14 个，总投资约 39 亿
元。目前，有 14个项目已完成，完
成投资约 29亿元；总投资约 149亿
元的 11个续建项目，已完成投资 26
亿元。借助旅发大会契机，2021年
建设了吴桥杂技旅游片区等沿线 18
个特色城镇和特色项目。同时依托
堤顶路，将沿线文旅项目有机串
联，推出了旅游精品线路。成功举
办了以运河为主题的旅发大会，旅
游品牌影响力日益增强。

王成东：可考虑与今后的经济发
展和带动民生的项目结合起来，围绕
人民幸福指数的提升搞建设。这需要
建设者们花大力气、花大心思认真考
量。自始至终都应把民间力量、民间
资本、建议、传承，融入贯彻到整个
过程中，这样可以让政府省心、老百
姓顺心、大伙儿放心。

大运河文化景观带建设不单是
政府工程，也不单是政治任务，而
是实实在在的惠及民生、惠及未来
和社会的民生工程，百姓参与不可
或缺。建设者们归根结底也是百
姓，每个人都应从百姓的角度综合
考虑，有为民的大情怀，接地气。

孙云英：市区的园博园、三大
名楼、百狮园、御碑苑等已串联起
来，有了规模化雏形。在沧州全
境，马厂炮台、谢家坝公园开放，整
体提升明显。感觉南川楼、朗吟楼更
靓，在历史上也有据可查，如今二楼
以巍峨壮丽的姿态屹立在运河两岸，
人们可以闹市寻幽思接千载，可以登
高揽胜壮怀遣兴，可以休闲娱乐赋诗
谈文。二楼与清风楼一起成为沧州的
文化名片，彰显了古城的文化韵味，
证实了运河名城的“历史文化性”，
运河文化在发展中延续、在延续中发
展。

杜金月：大运河作为活态
的、线性的、依然在发展变化的
特殊文化遗产廊道，留下了内涵
深厚、外延广泛的文化遗产，蕴
含着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
式、价值取向和艺术品质，体现
着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一是
直接关联的非遗，如勘测度量、
构筑、闸坝加固等技术；二是与
原生性功用直接关联的非遗，如
漕运舟船的传统制造技艺，漕
粮、仓储的传统营造与防潮防虫
及船舶过闸、盘坝等技术；三是
口述遗产，如故事传说、船工号
子、歌谣及风俗、礼仪、节庆
等；四是沿线形成或传承发展的
表演艺术，如京剧、昆曲、梆子
戏、相声、评书等；五是交通助
推带来的外地文化，如苏州金砖
制作、刺绣、玉雕、漆器，北京
烤鸭、天津狗不理包子等；六是
典型项目，如武术、杂技等游艺
项目。

传承利用，首先要统筹整合
文化资源和相关机构，构建统一
的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其次是
制定全面工作安排和计划，各负
其责、同步推进。第三是发动群
众，举办各类以运河为主题的活
动，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第四
是壮大文化主体，创作文化精
品，培育文化产业，形成文化品
牌，让市场推动运河文化不断繁
荣发展。

孙云英：“利用”一词抓得
好。“新建”，是许多建设单位思
考的重点。在现有基础上改造利
用，容易被忽略。利用好文化设
施，需要政府主导，专业规划，
全面开发，全民参与。

首先是历史性人文性与现实
生活的结合，凭空捏造站不住
脚，没文化内涵做不好，不结合
生活走不远。各界参与之外，更
重要的是由他们完成传承与发
展，后继有人，推陈出新。使他
们有文化核心，有活态环境，有
支持者爱好者，不断吸引新人加
入。其次是明确功能分类和定
位，增强内涵建设。硬件建设之
外，软件要体现文化实力。比如
到百狮园，怎么让民众知道李云
峥的《铁狮赋》？走进御碑苑，
还能了解哪些相关历史？登上朗
吟楼，能记住哪些名句？在南川
楼，可以了解多少生活习俗？大
运河文化带上还有哪些民众可以
直接参与甚至创作的平台？这需
要大批文化人士加入协助实施，
归根结底是全民参与。期待建立
良好的沟通渠道，开展有效的文
化宣传，使文化内涵建设走在大
运河沿线城市的前列。

王成东：大伙儿都推崇《清
明上河图》，其实 《清明上河
图》除了艺术之外，更多的是反
映当时民生的繁荣。这种繁荣，
让观者感同身受。艺术源于生
活，高于生活，引导生活。因此
大运河文化景观带建设，应形成
或再现类似于《清明上河图》反
映的那种壮观、那种景色，老百
姓在其中，无论是游玩、生活、
还是工作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
的点位。

主持人：

今年大运河景观带建设的重点、亮点是什么？有关社会
组织将开展哪些配套性工作？33
杜金月：一是持续完善规划体

系，完成全域“1+6”规划体系修编
提升、整体景观和城市建筑风貌规
划、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规划编制。二是
持续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加大沿线
文化遗产清理和修缮力度，做好展
示，持续推进标注运河行动。加强
非遗文化梳理，做好传承和培育。
三是持续开展河道综合治理。完善
管控机制，专项整治，逐步实现引
水常态化。实施全域河滩地生态修
复、复合廊道景观带建设，补植、
增绿，丰富完善两侧植被。

要继续做好合理利用文章。一
是推进项目建设。以承办省第六届
园博会为重要契机，推进总投资
224.5亿元的19个重点项目建设，确
保园博园、非遗展示中心、大化工
业遗存提升改造等项目7月底同步建
成运营，办出一届彰显城市魅力、
共享运河文明的精彩盛会。二是做
好策划运营。坚持市场化运作，统
筹非遗公园、非遗展示中心、南川
楼片区、百狮园、运河公园等区

域，整体运营。三是助力乡村振
兴。推进沿岸重点村庄垃圾治理、
污水治理、厕所改造、村庄清洁等
行动，加快推进沿线现代农业园
区、特色产业示范区、特色小镇和
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四是加快文
旅融合发展。围绕重要旅游节点，
结合特色农业休闲示范点和美丽乡
村建设，谋划精品旅游线路，举办
第四届沧州市文创和旅游商品大
赛，实现城乡文旅融合发展。

王成东：大运河文化景观带
的建设，是推动或推行乡村振兴
战略的平台，凡与民生、社会发
展有关的都可以放上去，借助政
策，把乡村振兴策略细化、完整
地实施好、推进好。乡村振兴不
单针对农村局部发展，而是综合
工程，应该与大运河文化景观带
建 设 相 呼 应 、 相 融 合 ， 互 为 动
力。不能局限大运河一条河，而
应是大运河流域，不是一公里、

两公里，而是以长远广阔的空间
思维方式来考虑，与沧州区域的
乡村振兴密切联系起来。

另外融入绿色、环保、共享
等观念，加强环境保护、生态修
复。作为民间河长，我认为要提
高全民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参与
要和相关政策有机结合，形成有
法可依、有据可循的地方性法规
和政策，使相关工作有序、有抓
手、有依据。

主持人：

大运河文化景观带建设，当吸引更多的市民和文化种类
参与，这方面有哪些经验或期待？44
杜金月：需要社会各界积极做

好大运河文化活态传承。一是整合
全市运河文化资源，挖掘内涵，依
托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建立智
库，推出一批有价值的成果，为建
设提供智力支持。二是加强传承教
育，实施非遗文化传承人培育计
划，开展大运河文化进校园、进社
区活动。组织以运河为主题的武术
展演、杂技表演、音乐会、书画
展、朗诵会等。三是培育非遗文化
服务平台，以非遗公园为载体，打
造运河沿线8省市非遗文化的集中展
示地。同时加强创新开发，组织好
大运河“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
展演、展示、展览活动，逐步将产
品推向市场。四是加强与沿线城市
交流合作，充分发挥我市大运河非

遗展示平台作用，举办论坛、展会
和线上线下主题活动。

孙云英：一般情况，我们多把
参与的市民作为“旁观者”“参观
者”“消费者”，而不改变原有的建
设状态。我期待的是使市民作为建
设者存在——不是在景区表演的那
种，比如表演捕鱼或再现运河漕运
等。这虽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但
多数是“历史再现式表演”，是既定
程式操作，看两次就够了。我期待
的市民参与是在一日三餐一年四季
中实现，是生活中切实的有机联系。

做好既有的运河农业种植很有必
要。不只在“运”字上做文章，还可
以在“河”字上做文章。运河两岸的
种植还保持着完备的形态，如菜园、
梨树园、葡萄园、枣园、桃园等，只

要赋予它们运河文化的“标签”，就可
以不改变正常生活面貌使市民成为建
设者。人们可以赏花可以采摘可以游
玩，可以邂逅除草灌园的老人、剪枝
去杈的青年、追蜻蜓逮蚂蚱的孩子，
或是树荫下刨食的鸡、墙角打盹的
狗。而不是驱车百里，皆是整齐的草
坪及行道树，或平坦的公路及复古建
筑、再造景点等。

不宜发掘太多古老历史内容，
可把重点放在投入不高、难度不大
的整合利用中。保持今天的生活，
就是保护明天的历史。可以融入生
活习俗、历史演变、传说故事、手
工技艺、文化创作等，让运河历史
活在运河人家的生活中，让市民作
为原生态的建设者存在，过实在的
日子，看活着的文化。

民众参与，侧重综合性与生活
化，实效要好得多。比如非遗，展示
的部分一是开发商业化价值，二是作
为展览的内容。但在操作上，往往隔
断了与实际生活的血肉联系，远离了
它们生存的土壤。我期待未来的建设
让运河文化充满生活的活力。

王成东：应考虑诸多民间元
素，如各种民间工艺等，都应该考
虑进去，给予充分的空间。比如说
广场建设成小吃或各种民间活动的
场所，有民生气息，有民间味儿十
足的东西。不能中看不中用，不能
是水中望月、雾里看花。比如卖糖
葫芦儿的、卖羊肠汤的、吹糖人儿
的等，不要简单地把他们赶出去，
而是给个场所，让他们宽松式地存
在，并逐步规范。

主持人：

建好还要维护好、利用
好，不断丰富文化含量或景观
文化内涵，怎样引导发挥文化
界、文化组织、公益组织等的
力量，将大运河景观变成一道
律动的饱含人文关怀的文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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