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河水哺育下的徐浩然科技创新成果斐然

山东聊城土桥闸遗址保护维修工程即将完工

2012年 12月20日 星期四 总第9期 本刊主编 红孩 执行主编 应晓萍 副主编 李道国 谢光前 丁 一 电话：010-64285598 0510—85138322 电子邮箱：zgwhbdyhzk@126.com

中国文化报《大运河文化专刊》编辑部主编 THE GRANT CANAL CULTURE IN CHINA

文化专刊
中国文化报

刊名题字 王 蒙

本版责编：潘明月 连晓芳

禅泉·般若·立诚

禅泉·般若·立施

禅泉·般若·立智

范泽锋工作照

在 2012 年世界第 25 届运河大会上，中国大运河不仅与万里长城、金字

塔、印度佛加雅大佛塔并称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而且是唯一的

“活态遗产”，它是人类文明的“无价之宝”。

显然，“活态遗产”不似静态的遗存，更不同固化的标本，而是在当代依

然充满“活力”的伟大工程。“运道有迹可寻，而通变则本乎时势”，变动是运

河遗产的天然属性，也是其生命之源。大运河在其2000年的生命历程中不

断地体验着变化和兴衰。很难把哪一时期的大运河作为评估其遗产真实

性的“标准像”，“变”即其活力所在。法国文化部建筑与遗产总监Poisson在

评价米迪运河真实性时曾说：“变化是运河的特征，运河随着时间的变化本

身就具有真实性，运河的变化反映了运河工程技术、应用技术和管理实践

的发展历程。”可见，对运河遗产真实性的评估和认知须尊重“活态”这一不

可避免的属性。

申遗是过程，保护是目的，追求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大运河申遗的原

则立场。保护与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保护是运河发展的根基，谋求发展才

能激发运河的潜能，才能展现中国大运河的根本价值，进而昭示“活态遗

产”的活力所在。

新闻聚焦

12月 12日，“时间的姿态”——四川美术学院教师油画作品展在运河城市

南京诸子艺术馆展出之后，又在无锡凤凰艺都美术馆展出，展期10天。四川美术

学院油画系一直扮演着中国当代油画艺术的先锋角色，展览集中展示了6位蜀地油

画艺术家庞茂琨、张杰、李强、翁凯旋、钟飙、张奇开的代表作品。凤凰艺都主管单位

凤凰画材集团是四川美术学院一个重要奖学金的支持者，为四川美院培养高端艺术

人才提供了别具意义的经济动力。 （朱丽艳）

申遗时评

家家捶泥 户户弄陶 ——走近宜兴西望村范泽锋

上图为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黄

莉新（中）与上海市副市长参观酒厂；下图为

美国加州大学师生到玉祁酒业参观。

12月1日，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秘书长、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

长、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任周令飞，特地从上海赶赴珠海特区画院，出席由

珠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珠海迈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水墨画·巴

蜀风情”书画展。本次展会共展出罗其鑫、舒炯、陈斌、林茂森、姚叶红、俞祖德、

王永顺、潘锡仁、钟秉炎、胡真、余波、巫丽萍、匡灵13位书画家创作的百余幅作

品。现居北京的国礼画家王红莉应邀参展，展出10幅代表作品。王红莉专攻工

笔仕女、鹅卵石、动物、重彩花鸟和写意花鸟。她的作品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受到关注。 （明 月）

被列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聊城土桥闸遗址保护维修工程

即将完工。土桥闸在恢复历史原貌的基础上，还将承担起输送南水北调东线工

程部分水源的重任。土桥闸遗址建于明成化七年(1471年)，清乾隆二十三年重

修，是当时运河上的重要水利设施。201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土桥闸

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为有效保护这一重要水利设施遗址，今年，聊城委托山

东省文物保护中心制定了《土桥闸保护维修方案》。 （新 华）

在运河水哺育下的无锡市士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浩然，今年

已 73 岁，是无锡著名的机械行业革新标兵，日前，徐浩然和他带领的团队成

功研究智能换向阀，实现自动换向不停顿，这是机械领域换向阀行业一个革

命性行为，填补了该项目在国内的空白，对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有显

著的重要意义。这项成果得到了无锡科技局、工商局、扬名科技工业园区大

力扶持。 （妙 玉）

莫言书法作品参展中国作家书画邀请展
江苏省作家协会创意基地在村前村揭牌

中国陶瓷产业创新发展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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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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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脚步匆匆而过，2012 年转

瞬即去。2013年1月，大运河申遗文本

将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运河申遗

将进入最后的申报阶段。岁末年终之

际，《中国文化报大运河文化专刊》十

四、十五版奉献给读者“中国大运河申

遗：大回顾大总结大展望”一文，对大

运河申遗之路进行回顾、总结、展望。

在仔细梳理了大运河申遗征程中

的大事记的基础上，本文从学术视野

的角度，分别从历史溯源、价值分析、

理念革新、立法思考、文化解读、保护

构想等诸多方面总结了人们对运河研

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认为：历史溯源

再现运河脉络；价值分析确立运河地

位；理念革新焕发运河生机；立法思考

确保运河长流；文化解读丰富运河内

涵；保护构想关涉运河走向。本文还

提出了申遗背景下的大运河现存问

题，并对大运河申遗的未来进行了展

望。本文认为，大运河申遗存在的问

题有：“活态遗产”的申遗标准需要深

刻理解；真实性与完整性的还原任重

道远；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有待突破；流

域环境污染整治形势严峻；管理协调

机制亟待健全。深入思考这些问题，

着力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会有力推动

和加快大运河申遗工作，而且必将提

升我们的认识境界，促进相关工作的

改进。大运河走过 6 年申遗路，已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申遗是过程，保护

才是目的”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中

国政府和民众的理性爱护和热情参

与下，我们坚信：大运河申遗的目标

一定会实现！大运河的明天一定会更

美好！

无锡村前村是有着 600 多年建村史

的古村落，曾经走出了胡壹修、胡雨人、

胡敦复等近百名近现代著名学者专家，

被誉为中国近现代乡村教育的摇篮，具

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12 月 17 日，

“江苏省作家协会创意基地”揭牌仪式在

无锡村前村举行，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梁勇、文化厅副厅长马宁、作协主席范

小青等出席活动。这次活动由江苏作家

协会和胡雨人研究会共同举办。

揭牌的同时在村前村还举办了高规

格的“天上村前”中国作家书画邀请展。

展出的 71 幅作品中有胡适、郭沫若、茅

盾、巴金、曹禺、冰心、钱钟书的手迹，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行草，还有贾

平凹、蒋子龙、范小青的手迹。 （介 生）

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分会 2012 学

术年会暨设计艺术委员会换届大会于

11 月 19 日至 20 日在湖南长沙召开，

360 余人参加了会议。中国硅酸盐学

会陶瓷分会理事长、景德镇陶瓷学院

教授周健儿主持会议。

会议期间，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

分会设计艺术专业委员会举行换届。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评委、中华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联

盟副主席、景德镇陶瓷学院设计艺术

学院院长宁钢教授主持换届大会，会

议讨论通过了设计艺术专业委员会管

理办法。来自全国高校及陶瓷产区的

艺术大师 63 人出席会议。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秦锡麟教授、

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冯林华教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砚祖、中国

建筑卫生陶瓷协会装饰专委会秘书长

夏高生担任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分会

设计艺术委员会顾问。宁钢教授担任

设计艺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选举产生

了 42 名副主任委员，72 名理事。我刊

副主编李道国当选为设计艺术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学术报告会由李砚祖教

授主持，夏高生、李道国、叶建新、裴继

纲、李文跃、陈捷、郭爱和、王爱纯等代

表作了专题性报告。 （子 木）

四川美院画家到运河城市办画展

周令飞出席“中国水墨画·巴蜀风情”书画展

据玉祁酒业厂史载：1954 年无锡专卖署分别建立了三个联营企

业，其一便是锡西土黄酒联营所。该联营所位于原西漳乡的寺头

镇，该镇背依锡北运河，西侧靠近锡澄公路，水陆交通十分便利，

酿酒的历史较早。为首的杨龙聚酒坊，创始于清咸丰年间，是个

年投料量千石以上的大酒坊。全镇的酿酒生意十分兴隆。在联

营时共有杨龙聚、黄公记、黄聚龙、陆合兴、徐文记、胡协记、陆聚

茂、彭大丰、尤益记 9 家酿坊合并而成。各坊投资总计 5300 元。

酿坊租用杨龙聚原作坊的房屋。该联营所从接受专卖公司的委

托加工后，上半年共生产老廒黄酒 250 吨。1956 年 1 月 27 日，锡

西土黄酒联营所由县政府批准为公私合营西联酿酒厂。1958 年并

入无锡县食品厂，成为该厂的一个车间。1962 年，经无锡县人民政

府批准，该车间又并到玉祁酒厂。

锡西土黄酒联营厂生产的寺头老廒黄酒，是当时锡城地区的品

牌黄酒，亦很有名气。前年，杨龙聚酒坊的后人，也来到了玉祁酒厂

走访，笔者有幸见到了他，并陪他在厂里参观了现今的酿酒工厂，他

看到如今的玉祁酒业欣欣向荣，一片繁荣的景象，非常欣慰，因为在

无锡的酿酒史中，有他祖上的历史功绩，如今，他祖上的事业在玉祁

酒业兴旺地延续、快速地发展，确实是一件令人非常开心的事情。

目前，杨先生虽然不再从事祖业，但他仍不忘祖业，每年秋冬，他仍

要在家展示一下自己的手艺，酿一点米酒自用。现今，杨龙聚酿坊

的旧址尚在，在寺头拆迁时，在相关人士和杨家后人不遗余力的努

力下，旧址得以保护下来。虽然目前该址已是红木家具的工厂，但

陈年的酒香似乎尚在，其明代建筑的风格仍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有

兴趣的朋友不妨可去一睹风采。

二是甘露酿造工厂。甘露是锡东地区商业发达、酿酒业兴盛的

集镇之一。在解放初期有华丰泰、永泰、陈永字、程益泰、万泰、恒

泰、许全泰、老裕泰、江丰、陈通裕等有字号的十几家酿坊。全盛时

期，全镇的年投料量要达到 5500 石左右，可见其酿酒业的兴旺程度，

到 1956 年冬酿开始联营时，仅有华丰泰、永泰、陈永字、江丰 4 家参

加，从业人员也仅有 11 人。酿坊定名为甘露酿造工厂，甘露酿酒业

的兴盛主要因素之一是其鹅镇荡的水质非常之好。现在的甘露青

鱼就是养在鹅镇荡内的，也是甘露的一张名片。主要也是得益于水

质的优良。甘露酿造工厂生产的宁式黄酒在锡地也颇有影响。

1956 年，连同位于市郊的锡城寽园和荡口镇的得美、永源二坊合并

成公私合营甘露酿造厂。1962 年，经无锡县政府批准，该厂的酿酒

车间并入玉祁酒厂。就是这样的历史演变，无锡地区的酿酒行业基

本上全部集中到玉祁，直至今天，说玉祁是酒乡，确实是名不虚传

的。到目前为止，人们只要一提到玉祁，会不约而同地说，玉祁有个

老酒厂，生产的玉祁双套甜到得（粘）嘴得。玉祁酒业和其酿造的双

套黄酒成了玉祁的一张响亮名片。

无锡专卖公司筹建的第三个酿酒企业就是现今的中华老字号

企业——玉祁酒业的前身。当时的企业名为锡西酿酒工厂。他的

主要成员是 1951 年已经组织起来的査桥、钱桥、洛社、前洲和玉祁五

个乡镇合并来的酿坊。1953 年冬，县专卖公司组织这 5 个乡镇合作

酿坊的负责人商讨五乡镇联营事宜。虽然各坊负责人都赞成联营，

但在定址问题上又各为自己的酿坊打算。洛社酿坊的负责人沈金

钊，以洛社交通方便为由，主张定址洛社（酒坊除了要有好的原料和

水质外，便于运输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故而一般酒坊都设在靠近

河道的旁边，以便于用船运输）。而玉祁的沈宝兴等则以玉祁水质

好，又有双套黄酒的名牌，主张定址在玉祁，几经谈判争执，合并事

宜陷入难产。在此情况下，玉祁方推选了在本地方圆酿酒界有很高

声望的酿酒“老大”顾福佩（大酵法双套酒的酿造大师）为代表，去县

专卖公司交涉，经过顾“老大”的不懈努力，最后县专卖署作出了定

址玉祁的决定。厂址设在靠北塘河的野公顺茧行，并于 1954 年 4 月

14 日领取了营业执照。

按各坊协议原则，以参加联营的 5 个合作坊为入股单位，每股

2500 元，允许超，不允许少。股资可以用入股单位清产核资的工具、

设备作抵，不足部分以现金补足。另外确定 5 个参加联营的酿坊各

推举一人为工厂管理人员，他们分别是前洲的唐福昌、洛社的沈金

钊、钱桥的郁良达、玉祁的沈宝兴、査桥的姜林根。同时一致推举唐

福昌为经理，郁良达为副经理，会计李廉喜。1955 年因发生变故，李

廉喜退出联营，改由原助理会计丁其廉为会计。

联营后的酿坊仍以个体作坊传统的生产方式，其间集中起来的

酿缸有 1700 余个，木榨 20 余部，维持生产绰绰有余，产品仍以老

廒黄酒、新黄酒和甜水酒为主。双套酒的产量仍是很低的。联营

后的产品全部有县专卖公司统购统销。专卖公司在全县境内集

镇设立酒类销售处，玉祁镇的销售店为“无锡县酒类专卖处第二

十六经销店”。

玉祁双套的前世今生（之五）

———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

一 容∕文 周益峰∕摄

大运河畔西望村位于宜兴市丁蜀

镇蜀山东麓，受蜀山这块紫砂热土的渲

染，自明朝起西望村就开始紫砂陶的制

作生产了，至今已经有 200 多年历史，

可谓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名家辈出，

代不乏人。涌现了范章恩、范鼎甫、范

大 生 等 诸 老 ，都 是 名 震 一 时 的 大 家 。

其中尤以生于同治末年的范大生技艺

最为精纯，其创作的《一棒鹰》雕塑作

品 在 伦 敦 国 际 艺 术 展 览 会 上 获 得 金

奖。《四方隐角竹顶壶》、《合棱壶》等作

品成为传世佳作。

现在的西望村传统的紫砂产业方

兴未艾、欣欣向荣，全村有 95%的农户从

事紫砂产业。

“ 家 家捶泥，户户弄陶”。西望村

村风淳朴、村容整洁、村民文明，是江苏

省卫生村。2009 年，由西望村党总支

部、村委会牵头，成立了全国首家以陶

瓷紫砂为合作内容和全省首例以农民

手工业为基础的丁蜀镇西望紫砂陶瓷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采用“制作基地+

大户+农户”的合作模式，通过为社员

进行制作技艺培训、组织产品交流、统

一品牌制作、统一市场营销等手段，组

织社员抱团闯市场，联手致富，当年就

使西望村的紫砂产值突破 1 亿元，户均

紫砂收入超过 10 万元，西望村成为远

近闻名的紫砂专业村。合作社的带头

人范泽锋和范伟群，通过这种方式不仅

把前辈们的紫砂制壶技艺薪火相传，而

且睿智地把从事紫砂陶制作的乡亲们

集约化地带向祖国四面八方，带向国际

市场，确保西望村的紫砂陶产业健康、

有序、稳定发展，达到繁荣西望村紫砂

经济，大幅度增加村民收入的目标。

范泽锋不仅是合作社的创办人之

一，也是西望村的村支部书记，更是青

年辈的才俊，紫砂界杰出代表。范泽

锋，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又名哲丰，字

文 成 ，范 蠡 后 人 ，自 少 便 步 入 紫 砂 艺

坛。拜鲍志强、张庆臣、范伟群等前辈

为师。佳器迭出，在国内外各类紫砂艺

术大赛中屡获殊荣。

范泽锋才情横溢又个性鲜明，在紫

砂壶艺的创造过程中，注重与书画名家

合作，凭借着精湛的工艺和恰如其分的

艺术表现手法，在独特视角里奇思巧

构，化古而创新，为作品注入鲜活灵性，

将壶艺至高追求“形、神、气”三者融为

一体，名工名士壶，相得益彰，徒增了茗

壶的文化内涵和身价。其作品，可谓具

有“精八级，心游万仞、对物通神”的灵

感和想象力，造型张弛有度，肖形状物，

理趣皆备，实为匠心独具杰作，其所制

之器集品饮功能、造型、诗词、绘画、书

法、金石融为一体，脱俗朴雅，仪态纷

呈，大者端庄遒劲，小者清逸隽秀，刻镌

或飞舞或沉着，节奏有序，画意诗情中

渗透着浓浓的紫砂情怀，堪称当今紫砂

陶艺作品中的典范，亦成为紫砂茗壶收

藏 家 门 追 索 求

藏的珍品。

对于紫砂，

范 泽 锋 有 自 己

独到的见解：紫

砂 好 坏 与 喝 茶

有关，与艺术欣

赏有关；紫砂壶

不 追 求 是 手 工

还是模具，而是

追 求 怎 样 把 壶

做 好 。 模 具 只

是一个工具，有

些 壶 的 造 型 适

合手工做，有的

则 必 须 要 模 具

来 辅 助 。 他 对

紫 砂 的 观 点 新

颖 ，发 人 深 思 。

作 为 紫 砂 界 的

青 年 杰 出 代 表

和 西 望 村 的 领 导 者 ，范 泽 锋 思 维 开

阔，擅于思考，敢于创新，睿智而才华

横溢，他带领着全村迈向一个辉煌的

时期。 (吉维明 潘明月)

应当激发“活态遗产”的活力
平 道

世遗瑰宝运河之光

历史的彩笔，曾经在中国的版图上

勾出浓重的一划，这一划长1794公里，绿

波荡漾，名叫京杭大运河。她的诞生，直

接成就了中国唐、宋、元、明四朝鼎盛繁

荣的局面，见证了人间的沧桑巨变。直

到今天，大运河那无与伦比的南北贯通作

用依旧滋润着沿途的大小城市。

开掘于春秋、完成于隋代、畅通于唐

宋、取直于元代、繁荣于明清的京杭大运

河，在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的同时，更贯

通了南北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

五大水系。她犹如丝丝血脉，滋润着沿途

的大小城市，成为闪烁的串串明珠和富庶

的经济中心，并且构成了独特的自然风

情、人文景观和民俗风韵，成了2000年来

中华文明史中的重要内涵之一。

1.大运河踏上申遗之路（2006年—

2008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72 年 11 月

16 日在巴黎通过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保护公约》，决定将国际公认的、具有

杰出和普遍价值的文化古迹与自然景

观，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加以保护管

理，传给子孙后代。1985 年 12 月 12 日，

我国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公约》，成为缔约方。1987 年，中国开

始遗产申报工作，同年 12 月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举办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

一届全体会议上，首次将中国的故宫博

物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

秦始皇陵(含兵马俑坑)、敦煌莫高窟 6 处

文 化 与 自 然 遗 产 列 入《世 界 遗 产 名

录》。1999 年 10 月 29 日，中国当选为世

界遗产委员会成员。

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埃及金字

塔和印度佛加大佛塔并称为世界古代

最宏伟的四大工程，但至今唯独京杭大

运河是活着、流动着，并且仍在发挥价

值的文化遗产。20 多年前我国申报长

城等第一批世界遗产时，专家们就提出

了“大运河申遗”的建议。但当时一些观

点认为“文物是固定的，运河是流动的”，

而且一些河床已经干涸、部分河段污染

较重、一些河道已经改变，因此大运河不

适合申报世界遗产。大运河申遗的事情

也就因此耽搁下来。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遗存运

河和文化线路作为新的世界遗产种类列

入其中后，再加上国外运河成功申遗的先

例，著名学者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以《关

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

为题，联名致信18个运河城市的市长，呼

吁加快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

作，认为：“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京杭大运

河的价值和风貌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

手中断流。” （下转第十四、十五通版）

回首大运河申遗路
侯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