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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iaxing Section of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s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Jiangnan Canal, 
encapsulates the quintessence of Song Dynasty charm, presenting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This paper 
categorizes the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of the Song charm into eight major classifications: canal waterway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commercial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facilities, ancient architecture and historical sites, cultural relics and 
culinary culture, folk arts and literature, natur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societal values and local cultures, and marginal associated 
elements. It further analyzes and integrates the Song charm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of the core urban area and the surrounding 
distinctive areas of the Jiaxing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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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朝时期的京杭大运河嘉兴段作为江南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宋韵文化的精髓，具有文化旅游开发的价值。论文将
宋韵文化旅游资源分为八大类：运河河道与水利工程、商贸行政管理附属设施、古建筑与历史遗址、文物古迹与饮食文
化、民间技艺与文学、自然与文化景观、价值观念与地方文化以及边缘关联基因，并对市本级核心区与周边特色区的大运
河嘉兴段宋韵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分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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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连接北京和杭州的重要水道，京杭运河沿线分布

着众多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为旅游者提供了丰富的旅游体

验。它不仅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遗

产的一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嘉兴作为京杭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之一，拥有得天独

厚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近年来，嘉兴市政府

高度重视运河旅游建设，通过修复和保护运河遗产、开发特

色旅游项目、提升旅游服务设施等措施，积极推进运河旅游

发展。

同时，嘉兴作为宋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其宋韵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对于提升城市旅游品质、丰富旅游产品内涵具有

重要意义。深入挖掘和传承宋韵文化，不仅对嘉兴市保护和

弘扬文化遗产有重要意义，还能通过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

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提升旅游体验的深度

和广度。

2 京杭运河嘉兴段宋韵文化旅游资源现状

2.1 京杭河嘉兴段及其沿岸概况
京杭运河嘉兴段北接苏州，南连杭州，是连接太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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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水系的关键节点，其地理位置的战略性，使得嘉兴成

为南北物资交流的集散中心，对维系宋朝的经济命脉具有不

可或缺的作用。此段运河属于江南地区，在交通上漕运发达，

商业贸易极为繁荣；同时，嘉兴也是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

当时的嘉兴，书院林立，文人士大夫云集，成为文化交流与

学术研讨的重要场所。政治地位上，宋朝时期的嘉兴段沿岸

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常常成为地方政权的治所。

地方政府在维护运河安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稳定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宋朝时期的嘉兴段沿岸地区，

社会阶层分明，士农工商各司其职。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人

阶层的崛起，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多元。

宋朝是嘉兴历史节点上的重要时期。在北宋时期，嘉

兴是秀州的一个县，属于两浙路，处于边缘地区，政治地位

并不突出；而到了南宋，嘉兴的政治地位有了显著提升。宋

孝宗赵昚出生于嘉兴，这使得嘉兴成为“龙兴之地”，政治

地位随之上升，嘉兴由秀州升为嘉兴府，管辖嘉兴、华亭（今

上海松江一带）、崇德（今桐乡）、海盐四县。

2.2 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宋韵文化潜在旅游资源分类
本文根据大运河文化基因识别的理论研究框架，对大

运河嘉兴段宋韵文化潜在旅游资源进行分类阐述。

2.2.1 运河河道网络与水利工程：历史脉络的直观展现
大运河嘉兴段的河道网络，包括苏州塘、嘉兴环城河、

杭州塘等，构成了区域水利的骨架。这些河道不仅是古代嘉

兴经济繁荣的见证，也是宋韵文化传承的物质基础。杉青闸、

长安闸等水利工程，展现了宋代水利技术的高度成就，对研

究当时的工程技术与社会组织具有重要价值。

2.2.2 运河附属设施：商贸与行政管理的物证
漕运分司、市舶官（场）及驿站系统等运河附属设施，

反映了宋代嘉兴在商贸与行政管理上的重要地位。这些设施

的存在，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是了解宋代社会经

济结构与行政管理体系的重要窗口。

2.2.3 古建筑与历史遗址：文化的立体展现
三塔、落帆亭、烟雨楼等古建筑，以及景德寺、兴圣

寺等历史遗址，是宋韵文化在空间上的立体展现。这些建筑

与遗址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也为研究宋代

的建筑艺术、宗教文化与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2.2.4 文物古迹与饮食文化：生活艺术的传承
西水驿碑、宋砖等文物古迹，以及粽子、南湖菱等饮

食文化，体现了宋代嘉兴人生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这些文

化遗产不仅丰富了地方的饮食传统，也成为连接古今、传承

文化的重要纽带。

2.2.5 民间技艺与文学：创造力与想象力的结晶
丝绸、漆器、金银器皿、制墨等民间技艺，以及宋诗、

传说等民间文学，是宋代嘉兴人民创造力与想象力的结晶。

这些技艺与文学作品，不仅展现了宋代嘉兴的文化多样性，

也为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与人文精神提供了独特视角。

2.2.6 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和谐共生的典范
汾湖、南湖、凤皇山等自然景观，与“南湖八景”等

文化景观，共同构成了嘉兴宋韵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典范。这些景观不仅是自然美景的代表，也是文化传承与创

新的重要场所。

2.2.7 观念与地方文化：社会精神的体现
书院、商业区、船厂等历史记忆，以及宋画、音律、

观赏石文化等地方文化，体现了宋代嘉兴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念与精神面貌。这些文化元素不仅丰富了地方文化传统，也

为研究宋代的社会精神与价值观念提供了重要视角。

2.2.8 边缘关联基因：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边缘关联基因，如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的结合，以及

价值观念与地方文化的融合，体现了宋代嘉兴文化的多样性

与包容性。这些文化元素的存在，不仅为研究宋代的文化交

融与地域特色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现代文化旅游的开发提

供了丰富的资源。

3 京杭运河嘉兴段宋韵文化现存旅游资源整合

京杭运河嘉兴段宋韵文化相关的旅游资源，根据地理

位置和文化特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分区：市本级核心

区：包括芦席汇附近、月河附近、斜西街附近和南湖附近等

区域，这些区域集中了嘉兴段的大部分旅游资源，是旅游开

发的重点区域。周边特色区：包括海宁、海盐、桐乡和嘉善

等地区，这些区域虽然距离市本级核心区较远，但各自具有

独特的文化特色和旅游资源，是旅游开发的补充区域。

3.1 市本级核心区旅游资源分析
芦席汇附近：以杉青闸、落帆亭等为代表的水利工程

遗址，展示了宋代水利工程的精湛技艺。分水墩、芦席汇等

自然景观，为游客提供了亲近自然的机会。

月河附近：荷花堤、瓶山等自然景观，与月波楼、望

吴门等人文景观相结合，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江南水乡画卷。

北丽桥、孩儿塔等古建筑，展现了宋代建筑艺术的风貌。

斜西街附近：嘉禾驿、报忠寺等历史遗迹，为游客提

供了了解嘉兴历史文化的窗口。子城遗址公园、怀苏亭等景

点，为游客提供了休闲游览的场所。

南湖附近：南湖作为嘉兴的标志性景点，与春波门、

烟雨楼等人文景观相结合，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湖光山色图。

宣公祠、壕股塔等古建筑，展现了嘉兴深厚的文化底蕴。

3.2 周边特色区域旅游资源分析

3.2.1 海宁地区旅游资源分析
长安闸、盐官城隍庙等景点，展现了海宁地区的历史

文化底蕴。长安闸作为古代水利工程的代表，具有重要的历

史价值。

3.2.2 海盐地区旅游资源分析
澉浦码头、市舶官等遗址，反映了海盐地区在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凤皇山等自然景观，为游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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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登山观景的机会。

3.2.3 桐乡地区旅游资源分析
石门驿、福严禅寺等景点，展现了桐乡地区的宗教文

化特色。乌镇作为著名的水乡古镇，具有独特的旅游吸引力。

3.2.4 嘉善地区旅游资源分析
汾湖作为自然景观，为游客提供了亲近自然的机会。

嘉善地区的其他旅游资源，如古镇、古村落等，也为游客提

供了丰富的旅游选择。

4 京杭运河嘉兴段宋韵文化旅游开发思路

在探讨京杭运河嘉兴段宋韵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

时，我们旨在通过一系列创新性的策略，将这一历史文化遗

产转化为具有教育意义、文化价值和经济潜力的现代旅游产

品。本规划以宋韵文化为核心，提出了六个关键领域的开发

思路，旨在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同时促进地

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1 历史文化体验区的构建
本规划建议在京杭运河嘉兴段的核心区域，如芦席汇、

月河、斜西街、南湖等，实施历史遗迹的修复与保护工程。

通过重现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构建沉浸式历史文化体验区，

使游客能够直观感受宋代的社会风貌。此外，定期举办的宋

代文化节庆活动，将为游客提供亲身体验宋代民俗风情的

机会。

4.2 教育研学基地的设立
在旅游开发规划中，建议设立以宋文化为主题的教育

研学基地。通过开发与宋文化相关的研学课程，如宋代水利

工程、园林艺术、诗词文学等，吸引学生和学者参与，促进

知识的传承与创新。同时，建立学术交流平台，定期举办宋

文化研讨会和讲座，以推动学术界对宋文化的深入研究。

4.3 生态休闲区的规划
本规划强调对月河、南湖等自然景观的保护与合理利

用，以构建生态休闲区。通过开发生态游船、徒步等活动，

使游客在自然景观中体验宋韵文化。同时，建议在古迹保护

的基础上，合理规划休闲设施，如茶馆、书吧等，为游客提

供休憩和体验的空间。

4.4 特色旅游产品的研发
旅游产品开发应紧密结合宋文化特色，推出一系列主

题旅游纪念品，如宋代服饰、书画、瓷器等，以提升旅游的

纪念价值。此外，挖掘和复原宋代菜谱，提供特色餐饮服务，

使游客能够品尝到宋代的美食，进一步丰富旅游体验。

4.5 智慧旅游系统的构建
为提升游客体验，本规划建议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

建智慧旅游系统。通过 AR、VR 等技术手段，对宋文化进

行数字化展示，增强游客的互动体验。同时，建立智能导览

系统，提供多语言导览服务，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4.6 区域联动发展的策略
在旅游开发中，建议实施区域联动发展策略。通过与

海宁、海盐、桐乡、嘉善等周边地区的合作，共同开发跨区

域的旅游线路，形成互补的旅游发展格局。各区域根据自身

特色，开发差异化的旅游产品，实现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5 结语

大运河嘉兴段宋韵文化旅游的未来开发，对于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能够促进地方

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增强区域文化软实力，还能为全球游客

提供深入了解和体验中国宋代文化的独特机会。此外，大运

河嘉兴段宋韵文化旅游的发展还有助于提升国民文化自信，

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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