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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文物志》

内容概要

《通州文物志》是通州运河文化历史的真实写照。纵贯四省二市、流经千年的大运河，她的作用不止
在贯穿南北交通，繁荣贸易活动的经济层面上，她的深厚历史人文资源更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因
为有了大运河，通州才留下了与漕运紧密相关的皇家园林、衙署、仓储、会馆、闸桥等各类建筑遗址
与文物；因为有了大运河北起点、交通枢纽的地位，历代帝王才由此启程南巡、各地单子由此下船进
京赶考、各国贡使由此陆路赴京朝拜；因为有了大运河的旖旎风光、漕运码头的纷繁热闹，才有了历
代南北文化名人于此的挥毫书画，吟咏放歌⋯⋯改革开放后，通州的文物工作受到普遍重视，在发现
、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利用文物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以曹雪芹墓葬刻石出土为标志的红学热
现象，尽管专家们仍存异议，但它引起全国甚至世界反响，在提升通州知名度这一点上，是无可争议
的。《通州文物志》正是力展运河历史文化风貌，以现存文物的可视性，印证和书写着通州曾经的辉
煌。
《通州文物志》的出版将对今后通州的现代化建设起到推动作用。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历史的
自然的遗迹正在消逝，许多民族民间的文化遗产正淹没在时尚与流行大潮中。然而，人们渴望了解通
州的历史，渴望对运河文化古迹的游览与瞻仰，普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结。《通州文物志》就是要把
我们带到“舳舻蔽水”、 “弦歌相闻”的通州运河文化遥远的诗画般的过去，从而激发起我们爱祖国
、爱家乡的炽烈情怀，加快通州作为首都北京新城区的建设步伐，并吸引众多的国內外人士瞩目。《
通州文物志》是建设北京新城区、树立文化通州形象的基石。
《通州文物志》以高水平、高档次、高品位出现在世人面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统照全书，  內
容上体现它的真实性；编排上体现它的科学性；既系统、全面地记述历史，又保持和突出了运河文化
的特色，并在设计上尽量做到了图文并茂，好看、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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