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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文化研究与实践分析 

龚园喜 

（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浙江”因水而得名。浙江几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史，也可以说是一部除水害、兴水利的治水史。浙江水

文化非常丰富，包括水制度、水工程、水景观、水利科技、水利风俗、水文学、水艺术等水文化类型；提出开展浙

江水文化研究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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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水文化产生的渊源 

水，作为自然的元素，生命的依托，以它天然的联系，似乎从一开始便与人类生活乃至文化历史形成了一种不解之缘。纵

观浙江文化源流，是水势滔滔的江河孕育了灿烂的浙江文明，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显然是浙江文明的摇篮，流淌在浙江的两条

江河—运河与钱塘江，则滋润了蕴藉深厚的浙江文化。在浙江的人类历史中，自然所迈出的第一步是逐水草而居，以后“择水

而栖，择江而居”，与水紧密相联。从运河、东钱湖、鉴湖的沿河河岸诞生了杭州、宁波、绍兴。至今，浙江几乎所有的重要城

市都偎依着一条河流。 

在浙江水文化产生的渊源中，“跨湖桥文化”是继“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之后，又一个新石器时期

文化，它把浙江的文明史整整向前推移了 1000年。人类的文明从来都是和水纠缠在一起的，河姆渡文化中所饱含的丰富“水文

化”就是人类文明史的一段缩影。纵观浙江文化源流，流淌在浙江大地的运河钱塘江，滋润了深厚的浙江文化和绚烂多姿的水

文化。回顾浙江的历史，水正是浙江文化产生的渊源。 

2 水文化的内涵 

水文化是人们在治理、开发、利 用、配 置、管 理、保 护 以及认知、美化、欣赏、表现水的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制度的、

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集合。其特征一是人的劳动实践性，劳动创造了水文化，没有人的长期劳动实践，水只能是自然的水；二

是创造水文化的劳动形式的多样性，既有对水的开发利用、管理保护，又有对水的认知理解、欣赏表现；三是水文化内容的广

博性，包含了人类创造的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并且既相互交叉，又相互渗透。 

3 水文化的内容 

3.1 水制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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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制度是一种在水事方面调适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整合社会结构、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文化现象。水制度文化包括

水经济制度、水政治制度、水法律制度、水行政制度、水教育制度、水管理制度等，以及实行这些制度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

和个体的参与形式。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制度文化有其一致性，也有其差异性，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文明程度。 

从古到今，钱塘江海塘管理有规范、严格的制度。从清代开始，设立各段海塘专银，供岁修之用。建立了一种“海塘保固

制度”。在保固期内，海塘如有损坏，承修官员必须赔修，就是官员本人去世了，也须由家属赔修。沿塘设立禁碑（可考虑禁碑

镜头），以防人为破坏。民间还有些传说，一旦海塘建不好，或者海塘一旦出事，负责的官员要杀头的，传说就这样杀了 37 个

当官的。 

正是因为在组织上、制度上、经费上得到保 障，海 塘 才能维持到今日，二、三百年来，一直捍卫着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 

3.2 水工程文化 

浙江水利工程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从人类诞生之日起，自然之水就打上了人文的烙印；从大禹治水起，人类就开始

了与自然之水的工程博弈。《史记·夏本记》记载，禹“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水，定高山大川”，即他带着测量工具，到

各处勘察地形，测量水势。带领百姓“疏川导滞”，排除洪水和积涝，使水回归河槽，流入大海。水工程文化内容如下： 

（1）为了防止洪水灾害，保护人类生存而建造的防洪工程。 

（2）为了保证农业用水需求的灌溉工程。 

（3）为了满足运输和交通需求的水运工程。 

（4）为了保证城市用水的供水工程、农村饮水工程。 

（5）为了改善环境而设置的池塘、渠系工程、河道。 

上述五个方面，是浙江水文化在物质方面的主要内容。这些物质形态的文明成果，决定了农业的发展、城市的生活方式和

质量、区域间的交通和经济交流状况，还不同程度地决定了社会其他物质形态的文明进步状况，比如浙江的蜀锦业、酿酒业以

及后来的造纸业，都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休戚相关。 

3.3 水利景观文化 

浙江省是水利大省，也是旅游文化大省。吴越人自古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江海湖泊中往来，“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

以楫为马”，构成了与中原文化不同的水文化。 

3.4 水利科技文化 

与我省水利建设历史一样悠久的水利科技，在历史时期中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3.5 水利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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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风俗，是水利历史文化在民间生活层面上的反映，它虽然是民俗文化，但却深刻地反映了浙江文化中有关水和水利的

思想、价值观念及由水而形成的行为习惯，甚至是一段历史时期人们水利实践活动的浓缩与映射。浙江水民俗文化十分丰富，

水风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心态。 

3.6 水文学、水艺术文化 

浙江的历史，是治水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水文物古迹众多。水文物古迹本身就是一本刻画着岁月的书，在它身上记载着许

多水的历史故事。现存的古堰、古闸、古堤、古河、古井、古桥、古河埠、古船等，是水文化中最凝重的实体物，也是水文化

的历史见证物，是浙江不可多得的水文化遗产。 

浙江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古往今来，有关水的作品层出不穷，面广量大，形式多样。如诗词歌赋、格言警句、故事传说、

绘画摄影、篆刻书法、铭文楹联、碑文石刻、瀑布喷泉、建筑雕塑等，体现了对水的人文性、包容性、伦理性、和谐性和务实

性，反映了浙江人对水的思维习惯、认知方式、思想传统和文化精神。 

3.7 水利人物 

浙江的治水历史源远流长，涌现出许多彪炳史册的治水英雄人物。 

4 水文化的功能 

水实际上具有强大的文化功能，尽管科学技术对于了解水循环和利用水资源至关重要，但是，科技的发展需要适应具体环

境，并且反映人民的需求和期盼，而这又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人类有责任建立起符合伦理的、完善的水资源治理系统。

水资源管理本身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进程。 

水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培育人”的功能。 

第二，传承水利文明的功能。 

第三，促进水利可持续发展的功能。 

第四，提高水工程文化品位的功能。 

第五，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功能。 

5 对策与建议 

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我省水利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标志是贯彻和实践可持续水利发展观。随着可持续水

利发展观的提出和实践，人们对水资源性质、水资源开发治理、水资源利用保护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促使了新的治水理

念、治水方略、治水制度、治水手段、治水精神的诞生。反过来，这些新的理念、方 略、制 度、手 段、精神等，又将对我省

水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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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研究机构，定期举办水文化论坛。重 视 水 文化研究，培养形成高素质的水文化研究队伍，联合相关高等院校和

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上一切有志于水文化研究的人士，形成较为完备的水文化研究机构。定期举办以“水文化”为主

题的论坛或研讨会，形成水文化研究与传播的有效平台。 

二是建立水文化资料库。搜 集、整 理 档 案、书 籍、实 物等水文化研究资料，建立水文化资料库，为广大水文化研究

专家和爱好者提供方便。建设水文化网站集中展示广大劳动者治水、用水、管水、护水、乐水的历史、业绩以及治水人物、科

学技术、治水理念、治水手段、工器具变化、与水有关的文物古迹、民俗风情等。 

三是开展水文化普查，抢救保护水文化遗 产。我 省 水文化资源历史悠久、丰富多样，有些水文化的文物古迹，建筑遗址，

工器具、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已经面临破坏与消失。我们应该组织力量进行水文化的调研与普查，在普查的基础上，建立水文化

名录,开展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 

四是采取多种措施，传播普及水文化。采取参观考察，召开讨论会、研讨会，书法、绘画、摄影展览，文学艺术创作，拍

摄专题片、影视剧，印制标语图片，编印水文化手册等多种形式进行水文化宣传，普及水文化知识，以教育引导广大职工更好

地了解水文化，理解水文化，把握水文化，弘扬水文化。 

五是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建立图书室、资料室、阅览室、活动室等文化设施，建立水文化考察、文学创作、书法绘

画摄影等多种兴趣或创作小组，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丰富职工的精神生活，使广大职工共享水文化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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