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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景观设计学(第23辑):大运河保护与再生》讲述京杭大运河在当代的存在状态。
通过全程实际考察京杭大运河并收集相关图像和文字，实测100多个不同的河道断面来解剖定格于2004
年的运河生存状态，我们制定了未来研究京杭大运河的一个基本物理参照。
同时，收录汇总了沿运文化遗产点，并部分考察验证。
我们发现，京杭大运河这样一条对国土生态安全和民族文化认同具有关键意义的遗产与生态廊道，目
前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如不尽快统一规划、保护、管理和建设，必将成为难以挽回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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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德州城因运河而盛，古运河文化是德州兴城的文化根基。
运河文化孕育了德州的文明，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并蓄，也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从“明清漕运，天下粮仓”到“清末民国，仓栈枢纽”，运河遗产仓栈是中国大运河仓栈功能演变和
运河码头文化的历史见证，具有原真性、独特性、传承性的特点。
在中国大运河申遗的历史机遇下，德州古运河具有巨大的挖潜空间，将给德州城市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和空间。
 因此笔者认为，对德州运河的保护和发展绝非简单的拓宽河道、恢复航运，也非一味盲目地进行沿岸
地产的开发，而应该因地制宜，在积极保护古运河的原真性的同时，合理挖掘地域文化，并有机导入
现代功能，使古运河在展示悠久历史文明的同时，成为适合当代城市居民生活的重要聚居空间。
 3瓶颈——德州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 3.1运河现状遗存缺乏保护，生态境况令人担忧 不可否认，在运河
沿线三四线城市中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由于经济发展的压力和推动力，在近几十年的城市发展中
较为重视产业发展或城市建设，而对文化遗存及遗产保护较为忽视。
长久以来对运河重要价值的忽视，导致德州古运河的历史遗存和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水质污染严重、
地表径流减小、沿岸植被稀少、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这一令人担忧的景象亟需在规划中对古运河加
以保护，对周围的开发建设加以控制，并通过功能置换赋予这一地区新的生机和活力。
 3.2现状遗存残、散、虚，高价值遗存少 与大多数中小城市相类似，德州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许多
珍贵的历史遗迹逐渐消亡。
如今，德州历史文化景观多以传说、记载为主，大多停留在纸面传说中，物质性的文化与建筑遗存较
为缺乏。
目前德州仅有苏禄王墓及清真寺等少数国家文保单位，历史记载的董子读书台遗址、柳湖书院遗址等
均已不存，并且现有的多数遗存由于保护力度不足也日渐衰微。
 3.3整体文化资源利用不够 德州市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产业化利用刚刚起步，文化产业规模较小，尚未
形成产业链，也没有明显的主导性文化产业。
德州市文化企业创新能力较弱，文化产品科技含量较低，市场竞争力不强。
可以说，德州对整体城市文化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广度都还远远不足。
 3.4市民康体休闲设施日渐增多。
但公共文化设施严重缺乏 随着德州新城建设和旧城更新改造步伐加快，德州公园广场等市民康体休闲
设施日益增多，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文化休闲娱乐服务。
但相比之下，公共文化设施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文化事业投入经费不足、公共文化设施十分缺乏。
如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等公共文化设施尚未建设，文化事业发展滞后，既有设施也因维护资金不足
导致规模不够。
 4策略——文化创意策略推动运河沿线三四线城市的复兴 4.1文化创意策略的提出 针对三四线城市中文
化资源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不足，本文针对性地提出“城市复兴的文化创意策略”，其内涵是指“为了
实现城市复兴的发展目标，在深入挖掘城市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结合地域文化资源优势和特点，策略
性地运用城市文化资源发展适宜的文化创意产业业态，促进城市产业转型；同时通过导入文化产业到
片区的积极营造中，改善城市物质空间，努力在促进城市空间复兴的同时，保护和弘扬城市文化资源
，推动机制完善，促进对本城市的文化认同，构建社会资本，从而从微观到宏观逐步推动社会和文化
复兴，最终实现城市的整体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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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景观设计学(第23辑):大运河保护与再生》是由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主办的高端学术性期刊，
每两月出版一期，是中国景观设计界具学术性、专业性、国际性的行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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