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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大运河文化旅游品牌构建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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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济宁是京杭大运河沿线重要城市，有“江北小苏州”的称号。近年济宁市发展文化旅游的突破口运河文化，然而在大运河文

化旅游品牌构建层面，济宁市没有充分挖掘出“运河之都”的文化魅力，没有打响“运河之都”的文化品牌。济宁市运河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在政治、技术、景观、人文等方面具有运河沿线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构建济宁市大运河文化旅游品牌，应打造“运河之都、儒运风采、

水工南旺、河道都府、康乾下榻、李白客居”的大运河文化旅游品牌，讲好济宁大运河故事，弘扬济宁大运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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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济宁境内大运河长 230 公

里，流经任城区、梁山县、汶上县、嘉祥县、鱼台县、微山县。

济宁作为典型的运河城市，城市的兴衰与大运河的发展息息相关。

纵观历史，大运河繁华时代，济宁曾是运河沿岸一颗璀璨明珠，

而随着运河漕运被其他交通方式取代，济宁在失去运河航运优势

的同时，城市的知名度和繁华度也大不如前。

当前济宁市紧跟国家和省规划纲要的步伐，逐步重视对大运

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加大了对大运河文化旅游建设的资金投入。

济宁市发展大运河文化旅游，应首先解决济宁运河文化内涵的挖

掘及济宁运河文化品牌的构建问题。本文将从济宁市大运河文化

遗产现状梳理着手，深度探讨济宁市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优势，

并尝试构建济宁市大运河文化旅游品牌。

一、济宁市大运河文化遗产分布现状

济宁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境内河流纵横交错，京杭大运河

纵贯全境。济宁在历史上处于大运河重要的位置。济宁南旺地区

是大运河的水脊，加之济宁处于运河与黄河交汇处，“济宁通则

全河活，济宁塞则全河停”，因此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河道最高

机构——河道总督衙门均以济宁作为驻地。

公元 1282 年，元朝开凿了京杭大运河济州河，由于河道经常

淤塞，元朝开凿的济州河在元末就已废不用。公元 1411 年，工部

尚书宋礼被派往济宁南旺疏通会通河（即济宁到聊城段），南旺

所处位置为大运河最高点，比北边聊城段高约 30 米，比南边徐州

高约 40 米，这导致运河南旺段常因水浅而难以通航。明永乐九年，

宋礼带领当地百姓修筑南旺分水枢纽，保证了后续 500 余年的漕

运通畅。明朝后续又在南旺修建了分水龙王庙、宋公祠和白公祠，

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

大运河济宁段有一段以微山湖为河道。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

淡水湖，微山湖是阻挡黄河洪水的“水壑”，也是蓄水济运的“水

柜”。抗战期间，微山湖还是著名的铁道游击队的主战场之一。

今天的微山湖不仅承载了丰富的大运河文化，也是开展爱国主题

教育的基地。南阳古镇位于微山县南阳湖中，狭长的湖面上伴河

形成了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运河名镇，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下江

南都曾在南阳镇上逗留。

运河岸边的太白楼是唐朝大诗人李白在济宁的常往之处。李

白在济宁生活了 23 年，在李白离开家乡游历的岁月里，济宁是其

安家时间最久、生活记忆最深刻的地方。离开济宁后，李白曾写

下“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的诗句，思念留在济宁的孩子和

家人。今天太白楼位于济宁市任城区古运河北岸，是山东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楼。

二、济宁市大运河文化核心优势梳理

济宁市发展大运河文化旅游，应充分梳理济宁段大运河文化

遗产资源，提炼济宁段大运河核心优势，凝练济宁段大运河文化

思想内涵，打造出富有“济宁符号”、带有“济宁印记”的大运

河文化旅游品牌。通过梳理济宁市大运河文化遗产分布，笔者认

为济宁市大运河文化旅游品牌可从如下五个方面构建。

（一）河道总督衙门开府之地

元明清三代的水政管理，济宁的行政地位是最高的。在 600

年的时间里，济宁都是运河河道总督署衙所在地。从地理位置看，

河道总督署衙位于济宁市中心，四条主要大街的交汇中心。相较

之下，济宁州府位置偏西，基址要小得多。另外，河道总督署衙

的从属机构较多，各类治运机构位于主要街道旁，形成一批运河

官署建筑。河道总督署衙的原有建筑已经毁于战乱之中。从现存

文献资料看，整组建筑群占地 1.6 万平方米，规模宏大，布局严密，

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典范。直至今天济宁的许多街道依然直接以

衙署名称命名。

（二）南旺枢纽节制分水之地

大运河济宁段是全线海拔的最高点，一旦缺水断流，只能通

过陆路转运，严重影响了漕运的效率。明代永乐九年，工部尚书

宋礼被派往济宁负责疏浚河道，相传宋礼为解决难题而沿汶河私

访，在汶上县白家店村遇到民间水利专家白英老人。白英老人是

一位精通地理水势之士，老人提出在戴村附近拦汶河筑坝，再挖

一条输水渠将水引到南旺入京杭运河。宋礼根据白英老人的提议，

利用大汶河上的坎河口地势高于南旺这一条件，在坎河口率三万

余人修建戴村坝，引汶水至南旺。南旺成为运河南北分水之咽喉，

后来人们在分水口南岸陆续修建了以分水龙王庙为代表的建筑群。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是大运河上最具技术价值的节点，其规划

思想、水工技术和建造水平充分展现出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独特

创造和精湛技艺。2019 年汶上县文旅局、南旺镇政府已着手进行

南旺运河文化旅游区的重新打造，希望全新打造后的南旺运河旅

游区在遗产保护基础上，充分展现出这一工程作为大运河上技术

制高点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

（三）儒运文化交汇融合之地

大运河是历经两千五百多年所积累的丰厚历史文化遗产，是

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华民族智慧和聪明才智的结晶，

它以善沟通、能包容的博大胸怀和不知疲倦、永远流淌的强大活

力，同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实现了最大限度的交汇融合，

生成了全新的儒运文化形态，而交汇融合的地点就在济宁。

公元前 551 年，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孔丘在曲阜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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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随后的两千多年里，儒家学说被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推崇，

儒家文化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公元 1282 年，大运河济宁段通航后，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本

土文化逐渐受到吴越文化、燕赵文化的冲击，济宁地区百姓思想

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凭借融南汇北、东西兼容的特殊地理

优势，济宁“水陆通衢，商贾云集”。

儒家文化在与以商业文化为重心的运河文化碰撞结合后，在

济宁当地产生了独特的儒商文化。儒商文化仅是儒家文化与运河

文化碰撞结合的一个方面，还有更多的儒运文化交融之处等待我

们去挖掘和探究。

（四）康熙乾隆南巡下榻之地

历史上康熙和乾隆祖孙二人一共沿着大运河下江南 12 次，留

下了许多治水故事。从两位皇帝的沿途经历来看，康熙皇帝是为

了治河，而乾隆皇帝是为了游历。两位皇帝南巡时，都曾多次驻

跸南阳古镇。南阳古镇修建于元至顺二年，明清两代南阳古镇以

商贸交易繁华而著称。南阳镇有皇宫所、皇粮殿、康熙御膳房、

乾隆行宫等十多处名胜古迹，乾隆皇帝曾在南阳镇为马家店题写

匾额，他走过的门槛被珍藏了 230 多年，还有顺河村“不沾地旗杆”

和“状元胡同”的故事，至今仍在被当地人津津乐道。

提到南阳古镇，就不得不提到枣庄的台儿庄古城。南阳古镇

和台儿庄古城都是因大运河而兴，台儿庄大战之时，台儿庄古城

已毁于一旦，今天的台儿庄古城是 2008 年后重建的，古城以运河

为文化中心轴，规划了运河系列景区等，最大程度还原了台儿庄

古城的风貌。对比台儿庄古城，历史上南阳古镇的地理位置、历

史故事、建筑风貌、文化内涵并不比台儿庄古城逊色，而今天的

南阳古镇却早已不可与台儿庄古城同日而语。南阳古镇像一颗散

落在运河沿岸上的明珠，等待着属于她大放异彩的时刻。

（五）诗仙李白游历久居之地

李白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誉。

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他的一生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而这种游历，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唐朝时期水上和陆上交通的便利，这里“水上

交通的便利”便是大运河提供的便利。

36 岁时李白带着许氏和女儿平阳，自湖北安陆迁居到济宁，

此后李白携家人定居在了济宁，直至 59 岁。李白长期定居在济宁，

一方面其家族内许多成员在济宁及附近地区任职当差，六叔在任

城当县令，兄长在中都（今汶上）任县令，近世族祖李辅在鲁郡

（今兖州）任都督，这使李白感到济宁心有所安，寄有所靠。另

一方面，李白酷爱剑术，据传击剑名人裴昊居住在济宁，李白有

崇慕之心，专程来拜访。第三层原因，当初李白被赐金还乡，政

治上不得意，但李白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施展抱负。尽管他已

不再是一位“政客”，但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看客”“听客”。

在李白 61 岁的生涯中，他在济宁居住了 23 年，济宁也成为李白

的第二故乡。

李白在济宁各县市区的遗诗达 53 首，如世人熟知的《行路难》

《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传

世佳作，都是李白在济宁的作品。济宁的许多名胜古迹都与李白

有着不解之缘，名气最大的是太白楼。据史料记载，李白在“酒楼，

日与同志荒宴”，贺兰氏酒楼也因李白的经常光顾而名声大振，

生意兴隆。后经历代修葺，新中国成立后 1952 年再次重建。

因为大运河，李白与济宁结下了 23 年的缘分，也因为大运河

和李白，济宁这座城市又增添了一份诗意和厚重。今天太白楼依

然伫立在太白楼路上，静静地倾听着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四、济宁市大运河文化旅游品牌构建

在文化内涵挖掘和探索过程中，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

化魅力。济宁市因大运河漕运而兴，也因大运河漕运断航而衰。

自元代修建大运河济州段至今，大运河留给济宁的文化财富是不

可估量的。济宁曾是元明清三代大运河河道管理的政治中心，运

河的河道管理制度、漕运管理制度，是大运河留给济宁这座政治

中心城市的文化财富；济宁曾经是至今也依然是大运河的技术中

心，南旺分水枢纽堪称北方都江堰，其体现出的科技含量和水利

工程智慧，是大运河留给济宁这座技术中心城市的文化财富；济

宁曾是康熙、乾隆皇帝沿运河下江南的下榻之地，南阳古镇至今

流传着帝王下榻的奇闻轶事和亲笔题词，是大运河留给济宁这座

商业繁华城市的文化财富。因为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在京杭大

运河沿途流经十八座城市中，只有济宁和淮安两座城市能够被冠

以“运河之都”的称号。大运河济宁段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是

我们这一代济宁人在弘扬济宁大运河精神、讲述济宁大运河故事、

传播济宁大运河文化、构建大运河文化品牌过程中，应当重点去

领悟、传播、弘扬和提炼的。

笔者认为济宁市大运河文化旅游应该构建“一体五翼”的品

牌架构，打造“运河之都、儒运风采、水工南旺、河道都府、康

乾下榻、李白客居”的大运河文化旅游品牌。其中，“运河之都”

作为最响亮的名号，统领济宁市大运河文化旅游品牌；在此基础上，

分别塑造“儒运风采”“水工南旺”“河道都府”“康乾下榻”“李

白客居”等运河文化体验游、运河沿线观光游、运河民俗节庆游、

运河遗产研学游等运河文化旅游子品牌，共同打造“一体五翼”

的品牌架构，最大程度彰显济宁市运河文化旅游的核心优势，满

足不同类客户的旅游消费需求，避免运河沿线城市旅游市场的同

质化竞争。

五、结语

在大运河文化旅游品牌构建中，各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对运河文化价值体系研发阐述不充分，文化资源利用的途径和形

式较单一，优质的文化资源被闲置、没有得到有效开发。我们在

大刀阔斧地开发“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却没有透彻领

悟到“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济宁市发展大运河文化旅游，

应充分挖掘济宁段大运河文化特色和精神内涵，构建“一体五翼”

的品牌架构。在文化内涵被充分挖掘、文化品牌被树立构建后，

再将文化和品牌映射到旅游实体中，实现文与旅的融合、资源和

载体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融合、精神与体验的结合，实现济宁

市大运河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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