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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人文之光社科知识竞赛开启
为落实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

出的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要求，

深入普及大运河知识，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推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北

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北京青年

报社于 8 月 8 日至 9 月 17 日举办

2017“人文之光”社会科学知识竞赛。

内容聚焦大运河文化

此次竞赛内容将紧紧围绕大运

河文化来展开。通过答题，以点带

面，让参与者了解到：大运河是怎样

逐渐形成的，大运河的主要贡献有哪

些，大运河是怎样带动千年古都北京

城发展的，进而感受到北京文化中的

运河元素和风俗人情。题目设置力

求以点带面，给参与者以启发，激发

广大市民群众对运河文化等传统文

化的兴趣。

参赛简单答题有礼

初赛阶段，参赛者通过“H5”答题

页面在移动端完成问卷的填写、提

交。答题页面采用动态题库，每次答

题将从题库中随机选取10道题目供

参与者作答，前1万名答题正确率在

60%以上的参与者可以收到领奖信

息，奖品为君乐宝乳业提供的开啡尔

发酵乳2盒。凭领奖信息，获奖者可

从遍布京城的百余家社区驿站领取到

参赛纪念品。

据了解，“人文之光”社会科学知

识竞赛在2015年、2016年通过线上

线下同时开展，数万市民参与初赛，总

答题正确率更是达到八成，凸显了北

京市民较高的人文素养。

推广得力影响广泛

活动期间，北青社区传媒旗下拥

有近百万粉丝的30家微信公众号及

“OK家”App在活动期内每周发布竞

赛相关信息吸引群众参与。北京市社

科普及网站——人文之光网和社科普

及微信公众号——“京社科”也将建立

答题专区，与北青社区报微信公众号

共同完成初赛。同时，通过百余家社

区驿站在线下针对社区居民对活动进

行推荐，方便社区居民参赛。

10道题及格就赢2盒发酵乳

大运河历来是北京的水路大动脉，

促进了北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

展，特别是在元明清三朝800多年建都

的绵延发展过程中，大运河给了其无穷

的力量。三朝为了使京城物资供应得

到保障，从江南大批运送粮食之需，而

不惜代价大加扩充、整治大运河，可以

说大运河的漕运，成为元明清北京作为

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生命线”。

“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
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

这是早年对北运河这条黄金水道“以

利京师”繁盛局面的描绘。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大大便利了

水上交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元明清定都北京。据至元二十九年

（公元1292年）的一份官方文书说：

“大都里每年百姓食用的粮食，多一半

是客人从迤南御河里，搬这里来卖。”

元朝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岁运

四万六千多石粮，漂溺损耗者至四万

两千多石。

漕粮运输，通过大运河河运，比陆

路速度快，又经济，且运输量大，可以节

省很多人力、财力和物力；比海路又安

全、省时，因为当时对海上气候的变化

还不能有效地掌握，海运的风险更大。

北京作为元明清的帝都，他的粮

食供应和财源完全依赖于东南。因

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大运河交通

的便利，没有大规模的漕运，就没有隋

唐、元明清的富饶和繁荣，也没有北京

作为千年帝都的历史地位。

沟通南北文化交流

助力全国推广科举制
大运河的开通不仅把江南的粮食、

米、布、竹、丝、糖、漆、陶、茶源源不断地

运送到北京，而且对文化发展和交流起

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大运河流经区域

涵盖中国古代的燕文化区、齐鲁文化

区、楚文化区、吴越文化区等，这也使得

运河沿岸的人们，通过这一渠道了解了

各地的风俗习惯、文化特征、民俗风貌，

开阔了眼界，从而在无形中大大加强了

北京与中原以及江南各地的文化交流，

促进了我国南北民族的大融合。

历史上，我国借助运河带来的机

会全力推广全新的科举制。京杭大运

河促进的人员交流，为全国性选拔文

官而实施全新科举制提供了有利条

件。隋朝首次在中国历史上举全国之

力全面选拔文官，放大了选拔文官人

选的人群，波及大江南北，黄河两岸。

在隋炀帝之后，科举制延续千年之久。

连接汉族和少数民族

促进中华民族大融合
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南

北跨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

5大水系。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保障了

北京都城地位的确立、巩固、发展。元

代定都北京以后，兴建了通惠河、会通

河，并将永济渠北段的白河、卫河连接

在一起，然后又与黄河以南的淮阳运

河、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相连接，形成

北京和杭州之间的京杭大运河。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正是元代开凿

的京杭大运河把中国的北方与南方连

接在一起，把汉族与北方和东北方及其

他各地的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使中华

民族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其“全面形成”，

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以蒙古

族、满族为代表的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

族全面融入中华民族。正如著名历史

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的那样：隋唐大运

河和京杭大运河是古代中国“中央政府

的支柱”，堪称“建国之本”。

2014年9月，通州、武清、香河三

地水务部门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京

杭大运河通州—香河—武清段有望实

现复航，计划于2017年实现初步通

航，2020年正式通航。 文/张燕飞

2017“人文之光”社会科学知识竞赛专栏

有了大运河北京才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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