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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的
若干问题探讨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作者梅耀林 2020 年 11 月 23 日

一、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设背景

国家的部署

国家文化公园从哪里来？首先追溯到国家的部署。早在

2016 年，《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

第一次提出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做出

重要指示批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

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2017 年 9 月

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规划》的编制，

后规划名称调整为《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2017

年 12 月，中宣部起草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到 2019 年的 12 月 5 号，中办、国办印发了《长城、大运河、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

江苏省的实践与进展

江苏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走在全国前列。首先，江苏省

高位组织推动，成立了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统筹全省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工

作。第二，在省级层面形成了 2+6+11 的规划体系，“2”为

即发改委主导的《大运河江苏段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和

省委宣传部主导的《江苏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

划》，“6”为 6 个相关部门专项规划，“11”为 11 个市级

层面编制的“两规合一”实施方案，将省级层面保护传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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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国家文化公园两个规划合二为一。第三，形成了完善的

配套保障，包括全国首部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地方性法

规、成立全国首支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基金、发行全国首支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项债券、编纂出版全国首部运河通志

《中国运河志》。第四，围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布了国家

文化公园实施推动文件，召开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推进会。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从 2018 年开始参与全国和

全省国家文化公园相关规划编制工作，包括率先跟进江苏省

省级规划、承担国家层面规划编制以及省内各层次规划设计

工作，包括徐州、镇江、淮安、泰州和苏州等一些市的建设

实施方案。

二、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设的几点认识



“国家文化”的提炼

对于国家文化公园怎么去理解？属于国家文化的公园

还是国家的文化公园？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应该都有不同

的理解，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国家文化的公园。因为如果有国

家的文化公园，那么也应该有省级的文化公园、还有现代的

文化公园，这是不存在的。所以国家文化公园一定是承载着

国家文化的空间展示载体与公共文化空间。

那针对这个认识也就会带来国家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

有什么区别？国家公园是先有空间载体，然后再依托空间的

实体资源来体现国家的价值观；国家文化公园不同，它是先

有需要展现的国家文化价值，然后根据应展现的国家文化价

值选择、提取相应的文化遗产、文化资源，明确展示主题。

“一部运河史，半部中华文明史”。运河既是地方上的，

也是国家的，更是世界的，承载着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识的

责任。因此要明确大运河国家文化的价值和内涵到底在哪

里？首先要凝练整理出大运河江苏段在全国大运河中的内

涵与价值定位，其次思考其空间展示方式，我们通过打造若

干文化旅游线路，根据展示主题串联沿线的各类文物和文化

资源，展现国家文化。

空间的形态呈现



在江苏省范围的大运河南北纵贯 790 公里，具有明显的

大尺度线性特征。那么在宏观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应该

以怎样的形态表达，能够既符合民众的认识，也能够满足展

示的需求？基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将大运河江苏段沿线

14 类文物、文化资源进行了全面梳理，形成了包含 5000 余

个资源的空间数据库，并综合资源类型、与运河的距离、空

间富集度等因素对运河资源进行赋值评价，最后形成了

1km*1km 网格的资源评价图。可以发现运河资源在空间上存



在三种形态：一是依托城镇形成的富集区，二是依托运河骨

架形成的带，三是依托外围文化资源形成的点，最后根据分

析结果构建了“园带点”为主的国家文化公园载体。

在空间结构图上可以看到核心要素为核心展示园、集中

展示带，外围的小点是特色展示点，结合串联上述“园带点”

的水陆线路，共同够成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展示体系。这种

展示体系以“开放式的文化旅游长廊”为核心，总体为“大

开放，小封闭”的整体格局，最终我们在全省范围之内确定

了 23 个核心展示园，26 个集中展示带和 154 个特色展示点。

这种“大开放、小封闭”的整体格局落在空间上，从国家和

省级层面来看是一个开放的格局；但是到了一个城市，或者

到了一个核心展示园、一个集中展示带，又可能会有具体的、

小的封闭管理的模式。这种管理基本上由省级统筹推进，由

地方市或者县来实施运营，在具体建设中应依托本底、突出

特色，实现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

公园的现实模样

第三个问题是国家文化公园具体的现实模样是怎样

的？我们首先对比研究了几个相似概念，国家公园如三江源

以大尺度壮美的自然风光为主；文化线路在模式上借鉴法国

的米迪运河，将沿线的村镇、人工遗产融入串联展示；遗产

廊道如查科国家历史公园，则主要通过步道串联考古遗址和

人文景点进行展示。

大运河不同于以上国家公园和文化线路，有其自身特点，

其时间跨度长、空间尺度大，不同的段落在河道状态、遗产



特征、城河关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的“现实模样”也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1）大运河河段特征：大运河的现状使用状况不一，

存在活态使用、景观河道、遗址河道（无水）等多种状态，

活态利用状况最佳的河段为江苏和浙江段，有的地方如河南

仅剩遗址河段，还有一些段落为景观河道，使用状况差距较

大；（2）大运河遗产特征：文化遗产类型多样，我们把全

国运河沿线约六万多个资源点进行了落位分析，从世界文化

遗产要素来看，北方河段、闸坝等水工遗存较多，而南方地

区码头、官衙、历史街区等生活性附属或相关性遗存较多，

其他遗产在不同段落也同样呈现多样化的特征；（3）大运

河空间特征：大运河文化展示空间区位不同，有的位于城镇

段，有的位于城郊段，有的完全是在郊野段，因此其游览内

容、展示途径、管理方式等方面必然存在较大差别。

（2）因此，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在“现实模样”的呈

现形式上也具有多种可能：如博物馆型、遗址公园型、历史



城镇型、郊野公园型等，但它们的内在是有共性之处的，可

以从两个角度去解读：一是国家的公园（彰显国家文化），

二是人民的公园（走近民众生活）。其中国家的公园包括三

个内涵：一是国家代表性的价值资源，二是运河主题的阐释

与解说，三是国家精神与价值观传递；人民的公园有三个内

涵：一是易于进入的空间，二是易于理解的文化展现，三是

生动有趣的游憩内容。

在不同形式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均体现着这

两方面的内涵。扬州三湾正在建一个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镇

江西津渡核心展示园则采用分布式的展馆，在老的文化空间

基础上把它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大运河文化博物馆；

还有些是水利水工遗址，如淮安清口枢纽核心展示园，作为

遗址公园来展示；还有一些具备历史城镇特征的，如苏州“水

韵古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以及苏州江南水乡古镇的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郊野型的公园数量也较多，如徐州蔺家

坝-北洞山汉墓-荆山桥集中展示带，大概 21 公里长，是一

个在城市中心和郊野地方的公园形态模式，因此总体来看公

园形式是多样的。

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我们认为主要应贯彻三个理念：

理念一：重在传承、融入生活

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方便地接触、体验和感悟文化，方

能得到有效保护、传承、弘扬。在文化展示过程中，类型不

是重要的，理念是最重要的。理念重在传承，但更重要的是

将传承的方式融入老百姓的生活，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



方便的接触体验和感悟的文化，文化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传

承和弘扬。

理念二：立足历史、展望未来

不必穿越历史回到过去，而是要在功能重构的基础上赋

予文化遗产当下的意义与价值。也就是说既要考虑到大运河

文化的历史，也要站在现实的角度上展望未来。在做公园的

时候，也没有必要再回到完整的历史过程当中去，只要在功

能重构的基础上，赋予文化遗产当代的意义与价值，如全晋

会馆等运河遗产的活化利用，或将一些旧厂房改造成创意街

区等，都是面向未来，给文化遗产赋予新功能的一种方式。

理念三：创意引领，文旅融合

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

遗产要“活起来”。如设置一些特色化的 IP、营造一些场景

式的浸入体验，还可以开发一些特色文创产品等。

整体价值弘扬

空间散布的公园“本体”是怎样展现国家层面的整体价

值？从江苏段就能够看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一个“大

开放”和“小封闭”并存的格局，那么空间上相对独立“园

带点”，游览时仅能够感受到每一个“片段化”的文化价值

与内涵。现在在图上呈现的“园”或“带”，实际上都是相

当大尺度的展示空间，但其也仅能展现大运河整体文化价值

的一个或几个方面。

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建设线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要形成线上线下协同展示的总体格局，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数字云平台为载体，打通虚实链接路径。在参观线下公园

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在每个点上都能够通过数字标签接入

线上平台，获得全景的模型展示，包括空间上的全景和时间

上的全景。同时，数字云平台包含基本功能＋拓展服务（2+3）

五大功能板块，“2”是管理的板块，包括综合管理和宣传

的展示，“3”主要是拓展的服务功能，包括学术研究、科

普教育，休闲服务，在平台界面上可以分为全景展示、导览、

探索、研究、活动、产品等内容体系。

三、总结

国家文化公园是一个新生的概念，目前内涵的解读仍然

不够充分，建设的内容上还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实施路径

上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最后提出了“三个希望”，第一，希望能够率先探索一

条新路径，这个路径就是——“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和利用

好”，希望保护传承利用能够形成有机融合；第二，要率先

营造一批新空间，这种空间能够为文化企业和公众共享；第

三，率先实践一种新生活，这种生活让文化价值的传承利用

融入老百姓日常。如果能够做到这三点，那么在现实中，国

家文化公园就能够把历史文化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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