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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岸带文化资源形成的地貌环境因素分析 

王杰   李加林 

(宁波大学海岸带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浙江宁波  315211) 

【摘 要】地貌环境是海岸带文化资源形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自然因素,其直接影响着太阳辐射、物质来源和生物

迁移等其他自然要素,也影响着人类活动发生的频率、强度和空间格局。本文通过地貌因素对海岸带文化资源形成

的作用分析,认为浙江海岸带文化资源形成过程中的地貌环境因素主要包含沿岸陆域地貌、岸滩地貌、海岸地貌的

变迁和人类活动对地貌环境的作用四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因素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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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岸带文化资源是指在人类文明历史上产生的散布在海岸带可供旅游观光、审美鉴赏的存在物,既包括人造存在物及其残留,

如海岸带旅游景点、海岸带现代生产设施、历史事件的遗址、海岸带文化活动场所等,也包括“拟人造化”的自然存在物。与文

化的结构体系相适应,海岸带文化资源可划分为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浙江省海岸线 1840km,海岸带面积为 3.79× 

104km 2,自然环境优越,资源丰实,历来是人们从事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
[1
]。海岸带成为源远流长的浙江文明发祥地,也沉积了大

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财富。 

海岸地貌是海岸在构造运动、海水动力、生物作用等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各种地貌的总称。在人海互动过程中,海岸地貌环

境决定了海岸带文化资源的物质来源、发展条件等自然基础要素,也对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海洋自然环境的行为与方式产生着

重大影响,是海岸带文化资源形成和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影响海岸带文化资源形成的地貌因素主要包括沿岸陆域地貌、岸滩地

貌、海岸地貌的变迁和人类活动对地貌环境的作用四个方面。 

1 沿岸陆域地貌环境因素 

沿岸陆域地貌是指海岸线向陆地推进约 10km 的陆地地貌类型及其特征。浙江北部海岸处于长江三角洲平原南缘,而南部则

为浙东、南火山岩低山丘陵。浙江的六大水系钱塘江、甬江、飞云江、鳌江、椒江和瓯江等水系均通过海岸带入海,这使得浙江

的海岸线形成蜿蜒曲折,岬角、海湾密迩相间,沿海岛屿星罗棋布的地貌形态。海岸地表形态复杂多样,山地、丘陵、平原、盆地

等地貌类型齐全,为农林牧和工矿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沿海陆地地貌特征对浙江海岸地区植被的分布、水体的形

态布局、地区小气候等自然因素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这些自然要素相互作用,影响着沿海居民的行为方式、传统习俗文化和聚

落形态等。沿海陆地地貌环境的地域差异,使居民一开始就创造出多种亚文化并存的态势,奠定了海岸带文化资源区域差异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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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岸的平原主要分布在入海河流河口的两侧,这些地区往往是河网纵横,湖泊罗布,土地面积广阔,再加上河流带来的营

养物质的不断堆积,使得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远古时期,大批的人群结束了漂泊流徙、追逐丰饶的采

集渔猎生活,在此定居,并创造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农业文化。在浙江已发现新时期时代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多达数十处,这些古遗址

大多数分布在沿海平原地区并逐渐从沿海平原向内陆和海岛扩散。在已发现的遗址中,余姚的河姆渡遗址最为世人瞩目,它遗存

丰富,类型新颖,文化发达,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的形成与发展与当地的地貌环境是分不开的。随着现代交通状况和生

产能力的改善,自然环境和资源不再是人类生产生活区位选择的决定条件,但作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支撑条件的提供者(如土地)

以及难以流通的资源(如水)和普遍的大量使用的资源(如能源资源)仍起着重要的作用,浙江沿海平原地区以其物质资源和自然

环境优势成为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中心地带,人地关系不断趋于复杂化,也成为海岸带文化资源不断更新与创造的

摇篮。 

受地质构造和岩石性质等条件影响,浙江沿海地区的山地、丘陵、盆地等地貌类型也广泛分布。贯穿浙东、南沿海的雁荡山

山脉及其支脉四明山,以它们独特的自然风景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如温州的雁荡山以其陡峭的峡谷、石峰、石柱林立的“峰林”

奇景,成为我国东南沿海著名的山水风景区,而闻名遐迩的佛教名山---普陀山所流传的神话般佳话,也是以当地发育的花岗岩地

形为背景的。这些名山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无一例外都被加入了人的要素,以这些山体为背景的非物质文化也在民间广泛流

传,因此这些山体都成为海岸带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由地质构造塑造的丘陵、盆地、台地等地貌形态相互交替形成

的沧海桑田使得众多的地貌奇观在此形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镶嵌在奇峰秀石、山水相映的环抱中的杭州西湖,以其秀丽风光驰

名中外。多种地貌单元相间的分布格局让浙江沿海地区人们的文化环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而地貌环境相对封闭的特点也使得

浙江海洋文化呈现土地起源和多元化发展的特征。 

2 岸滩地貌环境因素 

在人海互动过程中,岸滩地貌环境影响着沿海物质的流动和生物的扩散和迁移,在人类活动和认识积累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浙江的岸滩类型主要包括淤泥质海岸、基岩型海岸和沙砾质海岸三种类型
[2]
,各岸滩类型交错分布,共同塑造了浙江海岸带

上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类型。 

2.1 淤泥质海岸 

淤泥质海岸是浙江海岸的主要类型,达 1 000余千米,占浙江大陆岸线的 54%,由淤泥或杂以粉沙的淤泥组成,主要分布在杭州

湾南岸的曹娥江口、慈溪庵东滩地、三门湾、台州湾以及瓯江至敖江滩地。由河流带来的细颗粒泥沙为分布在河口和临近海岸

的地区带来了肥力较高的淤泥,泥沙的不断堆积使得该地区的陆地面积逐渐增大。淤涨型海岸广阔的土地资源为古代劳动人民提

高了广阔的栖息地。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三合潭文化遗址等原始聚落历史文化资源向我们重现了远古时期浙江沿

海地区不同的氏族公社创造的古代文明。淤泥质海岸岸线平直,岸滩平缓微斜,潮滩宽广,使其成为滩涂养殖的良好场所;因其地

势低平,便于引进海水,质地黏重,卤水不易下渗,只要气候条件合宜,可辟为盐场。伴随着滩涂不断淤涨,人们相继筑塘围垦。泥

质海岸处于海陆生态系统过渡带,这种海洋与陆地、水生与陆生相互过渡的复杂多样的环境条件导致其边缘效应显著,动植物资

源丰富,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饲草资源、水产品资源、旅游资源等,这类海岸在适度条件下可以改造为河口码头、稻田、水产养

殖场或者草场、林场等工业或农业用地。淤泥质海岸的这些特点使其成为历代浙江劳动人民最主要的起居与生产场所,古代和现

代文明在此不断积累和交叉形成丰富多彩的海岸带文化资源系统。 

2.2 基岩型海岸 

浙江省沿海基岩海岸长达 748km,占浙江大陆岸线的 42%,主要位于浙东沿海,北面从镇海一直往南到苍南,包括甬江以南的象

山港、三门湾、台州湾、隘顽湾、乐清湾和温州湾等港湾、舟山群岛及甬江以南沿海岛屿和浙东沿海的岬角海岸等基岩海岸地

区。基岩海岸是陆地山脉或丘陵延伸并直接与海面相交,经海水和波浪的作用形成的海岸类型。这些岸段地势陡峭,水下岸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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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避风条件较好,沿岸泥沙运动数量较少,不会造成大的回淤,经潮汐的长期冲刷形成了许多较稳定的深水岸段。这些深水岸段,

一般外可与外海航线衔接,内可与众多的陆域江河相通,具天然的集疏运条件。因此,这些海岸地带历来就是浙江港口文明的主要

发祥地,如位于甬江口的宁波港是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早在 7 000 年前,宁波的先民就创造了河姆渡文化,形成了人类早期的

港口雏形。公元 752 年,日本孝谦朝 3 艘遣唐使船抵宁波口岸,从此宁波港就有了 1 200 余年对外开放的历史。而当今宁波港已

建设成为高速公路、铁路、航空和江海联运、水水中转等全方位立体型的集疏运网络,2008 年实现港口货物吞吐量 3.6 亿吨,居

我国大陆港口第二位,全球第四位,成为整个华东地区集疏运的中心之一。港口向内由大河与内陆相连、向外通过苍茫的大海连

接世界的特点,使其成为海洋文化、内陆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交汇地区,形成多元化的海岸带文化资源类型。 

2.3 沙砾质海岸 

沙砾质海岸类型在浙江沿海地区分布范围小,仅占浙江大陆岸线的 4%,主要由山区河流带来的砾石和沙粒、岩岸侵蚀和崩塌

下来的物质,以及邻近海岸或陆架上的粗粒物质,经波浪侵蚀、搬运、堆积而成。砂质海岸通常为堆积性海岸,其沿海地区往往有

沙堤、沙坝、沙丘等地貌分布。砂质海岸的砂粒通常较粗,经海水冲刷和搬运,形成向海洋缓缓倾斜的沙滩。由海浪冲积而成的

石英砂海滩,水质洁净,沙滩宽阔、平坦,沙坝后缘有茂盛的林带和各种旅游宾馆,给人们开展海水浴、沙浴、日光浴、沙滩排球

和射击等休闲、游乐提供了广阔的场地。林间绿荫铺地、凉风习习,空气新鲜,是开发海滨浴场和浴后游乐避暑的胜地,如舟山的

普陀、嵊泗、朱家尖和象山的松兰山等,这些风景旅游景区不仅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成为带动地区相关产业发展的助推

器,具有重要的开发利用价值。 

3 海岸地貌的变迁因素 

海岸地貌的变迁是指海洋地表形态的分布位置、模式及其成因的动态变化。在海岸地貌变迁过程中,构造运动奠定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波浪作用、潮汐作用、生物作用及气候因素等塑造出众多复杂的海岸形态。海岸地貌的历史变迁对沿海地区的人类

活动分布与强度影响十分重大。第四纪以来,浙江沿海地区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海平面的变化,其变化趋势和沿海地区古遗址文化

资源的空间分布和形成的相对年代序列密切相关
[3]
。浙江文明的历史经历了从海岸逐步向内陆河海洋推进的空间变化历程,因此,

海岸地貌的变化趋势也直接影响了海岸带文化资源的形成与空间演变进程。在海侵过程中,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内陆湖泊与河口

开始大量囤积淡水,当海退之后,一些地形相对封闭的地区就形成了湖泊和沼泽,而在河口地带则形成了三角洲。海平面的变化为

先民们提供了适宜于耕作和居住的耕地和淡水资源,他们开始在沿海平原地区长期居住,捉鱼捕虾,开垦播种,海洋历史文化开始

在此形成与繁衍。而随着海平面的继续变化,先民们为了避免海水的侵袭而进行了大规模的迁移,随着也在浙江沿海地区形成了

不同时代的古遗址以及与其一致的农业、聚落文化遗址等海岸带文化资源。 

4 人类活动对地貌环境的作用因素 

随着人类涉足海洋,特别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以来,人类活动已经成为自然营力之外使海岸地貌环境发生变化和

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又一动力,其规模与速率甚至可以同天然营力作用相比拟。浙江海岸地貌过程受人类活动影响剧烈,主要包括

围海造田、填海围垦、海岸侵蚀、人为堆积和人为地貌的塑造等方面。虽然这些作用尚无法直接改变地貌演化的自然规律,但它

可以改变自然过程作用的强度甚至方向,从而改变自然过程演化的速率或方向,即在自然过程演化的基础上对自然景观进行再塑

造。这些人类活动从一定程度上对海岸带文化资源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如历史上浙江沿海地区出现海堤和海塘

工程不仅成为浙江沿海地区防御海潮的重要防线,还成为宝贵的海洋历史文化遗产。但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由于人们通常忽略

了海岸地貌系统的平衡,使得海岸地貌过程常常产生对于人类生存不利的影响,这些负面效应也使得沿海地区的海岸带文化资源

正面临着生存危机。在浙江漫长的海岸线上,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各地“围海造地”的行为愈演愈烈,

传统的海岸带文化资源都在经历着“现代化”的演变。同时,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大量的海岸带文化资源被毁弃,而随着沿海地

区旅游开发热潮的一浪高过一浪,大量有价值的海岸带文化资源正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许多海洋人文历史文化遗产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也在这种开发过程中被无情地摧毁、被肆意地夷平,被“好心”地改造,被“现代化”地包装,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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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古城等。 

海岸带文化资源的产生是千百年来沿海地区人民对于海洋自然环境主动适应的结果,是人们生产生活与自然和谐的体现,而

如今却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在人与海洋互动发展的进程中,人类如何调整自身对地貌环境的作用过程、强度、性质,并最终

建立两者之间的协调和谐关系,是人类当前所面临最重要难题。要实现人海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人类必须抛弃目前这种掠夺式

的价值观,树立协调发展的人地观,将其融于自身的一切行为之中,切实重视海岸带文化资源的价值内涵与存在意义,从时空整体

上把握海岸带文化资源变化规律与演化趋势,使人类的技术经济活动和人类自身的发展与地貌环境容量以及文化资源的协调度

相适应。同时,应利用人文地貌作用研究的成果新建环境过程,改造不良的文化资源生存环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经济

的持续发展和海岸带文化资源生存的地貌环境协调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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