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钱塘江海塘与浙江采石文化的关系研究 

郑伟忠 

（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摘 要】历史上的大型工程建设往往会对采石文化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钱塘江海塘的修筑是古代浙江一项伟

大的水利工程,该工程的修筑对石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使浙江采石文化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采石文化的发展也保

证了工程的石材供应、如今,将古海塘的保护和旅游开发与区域采石文化结合起来,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钱塘江海塘；浙江；采石文化；塘型演变；采石场所；旅游开发 

0 引言 

钱塘江海塘位于钱塘江河口两岸,两岸海塘线总长,除去一体,海塘实长,为杭嘉湖、萧绍两大平原防洪御潮的主要屏障。钱

塘江北岸海塘又称浙西海塘,西起杭州转塘狮子口,东至平湖金丝娘桥,分为杭海段和盐平段两部分,并与上海的江南海塘相接,

塘线总长,除去山体,海塘实长,是浙江海塘中最为雄伟壮观的部分。钱塘江南岸海塘实长,并以曹娥江为界分为两段以西海塘称

为萧绍海塘,范围自萧山临浦到上虞篙坝以东称为百海塘,范围自卜虞百官到夏盖山
①②

。如此规模宏大的工程耗费了数量巨大的

石材,极大地刺激了浙江采石活动的发展。而采石文化作为人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从事采石活动所逐渐形成的一种相对固定的

物质、精神和制度模式
③
,必然会受到钱塘江海塘一程的巨大影响。采石文化与钱塘江海塘的关系是伴随着石质材料在海塘工程

中的应用而发生、发展起来的,海塘工程对石材的大量需求极大地促进了采石文化的蓬勃发展。 

1 钱塘江海塘修筑的背景 

浙江省所处的地理位置、地貌特征和气候条件是海塘修筑的地理大背景。曲折漫长的海岸线和频繁光顾的台风使得浙江广

大滨海平原地区处于风暴潮的威胁之下,客观上需要修筑大量坚固的海塘来防洪御潮
④
。位于浙江省北部的钱塘江河口外形为外

宽内窄的喇叭状,水深又浅,潮流进人喇叭状的河口后,由于平面外形急剧收缩和河床迅速抬高,导致潮波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强烈

变形,在北岸的大尖山和南岸的夏盖山附近开始形成涌潮,并在向上游推进中逐渐加强
⑤
。由于河口段江床的组成物质是不耐冲刷

的粉沙,在江流海潮的往复作用下,江槽迁徙无常,两岸惊人,历史上屡次出现江岸崩坍的灾害,严重威胁到当地人民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钱塘江两岸的平原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到了明、清时期,两岸平原地区更是国家征收

财赋的主要来源
⑥
。因此,国家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修筑钱塘江海塘,确保河口平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2 塘型演变与采石文化的关系 

浙江海塘以钱塘江北岸地段的塘工修筑最早,始筑于汉代,北魏丽随元体经澎引俄塘主曲所载的华信筑塘为浙江海塘修筑的

最早记录
⑦
,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关于海塘建筑的最早记录刀。自华信筑塘后的六七百年间,从魏晋到隋代,史书上鲜有海塘修筑

的记载。唐代以后,随着滨海平原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塘的修筑也日益频繁起来,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塘型结构和修筑方法
⑧
。

最早的海塘是就地取土来修筑的,称为土塘。但土塘难以抵御强劲的潮流,为了提高塘体的抗冲刷能力,海塘修筑需要更加坚固的

材料,在没有钢筋混凝土的年代,石材是最好的选择。吴越王钱谬以竹络装石筑塘,修筑了第一条竹笼石塘,这是石质材料应用于

修筑海塘的伟大开端,也是采石文化与海塘修筑相互作用的开始。自宋代开始,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浙江沿海潮势险要地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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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筑土塘,大多数都已先后改建成石塘了。从最早的乱石塘,到宋代出现的条石塘和坡陀塘,再到元、明时期的纵横叠砌石塘和鱼

鳞石塘,最后到清代规模宏大的鱼鳞大石塘,在以上塘型的演变过程中,相继解决了塘体砌筑、基础工程、塘体消能和粉沙基础施

工等关键技术,传统海塘工程技术至此已达到巅峰
⑨
。由于塘型具有一定的地域性,针对不同的海岸地理环境和潮水动力条件,塘

型也会有所不同。 

在鱼鳞石塘出现以前,险工地段的海塘即使采用了石质材料,但由于砌筑技术有限,石塘的整体稳定性和抗冲刷能力并不理

想,数年之后,便残破不堪,难以长久。自宋代正式采用条石修筑海塘以来,修筑石塘所耗用的石材不计其数,石塘修筑对石材的需

求,极大地刺激了钱塘江周边地区采石业的发展,对采石文化影响深远。除了石材使用量在历史上积累的总数很大,坚固庞大的鱼

鳞石塘的出现,也会在短时间内对石材产生巨大的需求。从塘型演变对石材需求的变化来看,宋、元、明三代单位长度一般以丈

计算,丈合海塘所使用的石材呈增长趋势,到了浙江水利金事黄光升所筑的五纵五横鱼鳞石塘则达到了单位长度石材使用量的顶

峰图。五纵五横鱼鳞石塘所用条石一律为方尺,长尺的条石,共砌石十八层。筑成后石塘底阔丈,顶阔丈,高丈。每修筑丈石塘,需

要用到条石,合方合,耗银则达三百两,造价十分昂贵。由于经费所限,黄光升当时仅修筑了三四百丈,若以丈计算,可知需要条石

方,数量十分庞大。清代出现的鱼鳞大石塘承袭了明代五纵五横鱼鳞石塘的基本思路,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逐渐演变发展

为临江险工地段抵御涌潮的重要塘型图。而对于强潮险工地段,除了修筑坚固的石塘主体工程外,还修筑了大量的护塘工程,例如

浙西海塘就大量修筑了条石坦水,以杀潮势。清代在大力修筑鱼鳞大石塘的同时,为了节省条石用量,降低造价,在次险工段还修

筑了条块石塘。清代鱼鳞大石塘所用石材与明代五纵五横鱼鳞石塘相比,所用条石的规格减少了许多,一般为宽尺,厚尺,长 4.5

尺的条石冈。条石规格的减小,使得基本上承袭明代鱼鳞石塘叠砌方式的清代鱼鳞大石塘的单位长度石材使用量大幅减少,虽然

每丈石塘所用条石为 118.333 丈,与明代鱼鳞石塘相差不多,但体积仅为 14.2 方,相当于后者的四分之一。与明代五纵五横鱼鳞

石塘相比,清代鱼鳞大石塘在外型上精干了许多。尽管如此,清代修筑鱼鳞大石塘所需的石材数量仍然是十分庞大的,远远超过了

明代鱼鳞石塘的石材使用量。因为有清一代,统治者以修筑鱼鳞大石塘为终极目标,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海塘问题,鱼鳞大石塘修

筑的长度很可观。例如,海宁鱼鳞大石塘自浦儿兜到尖山,长丈,南门绕城鱼鳞大石塘长丈,以每丈石塘所耗石材方计算,则共需石

材 9378.4 方。所耗费石材之巨,由此可见一斑。另外,大规模的鱼鳞石塘工程修筑完工后,随之而来的石塘维护工作也会对石材

产生一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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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塘型的选择与当地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水平以及当时的科技水平有着莫大的关系。修筑海塘属于大型的公共水利工程,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石材是石塘建设最为重要的材料,通过石材这个媒介,可以与采石文化发生相互作用。石塘塘型的

历史演变,带动了石材使用量和使用方式的改变,并且对石材尤其是条石提出了一定的规格和性能要求,这些都将对采石文化产

生深远的影响。例如,条石坦水的出现,增加了条石的使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采石业的发展。条石规格不同,尤其是厚与

高的差别,造成了采石场开采痕迹的不同,明代鱼鳞石塘所用的方二尺的条石在采石场所留下的痕迹明显要大于清代所用宽一尺

二寸,厚一尺的条石。石材需求量的大增还会进一步刺激新的采石场的开辟,历史上有不少采石场并不是常年开采,只是为了应付

石材供应紧张局面而临时开辟的,工程结束后便关闭。另外,采石文化对石塘型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石材的供应量不足,有时会

严重影响到工程的施工进度和质量。对于石塘来说,石质材料是极为重要的材料,尤其是价格较高的条石更是如此。条块石塘这

种塘型的出现,出发点就是为了节省条石使用量,降低修筑费用的,而条石的数量和价格则与采石文化息息相关。 

3 钱塘江海塘与采石场所的关系 

修筑海塘所需石材分为条石料石和块石乱石两类。材质上要求硬度适中,太硬和太软都不好,太硬不容易开采和修整,太软无

法满足工程要求。石材的抗风化能力很重要,要经得住海潮的冲刷和其他自然界的风化,以利长久。钱塘江海塘修筑所用的石材

类别有花岗岩、石灰岩、凝灰岩和砂岩等,而石材的来源更为广泛,除了本省提供外,还包括江苏洞庭、吴县等地所提供的石材。,

江苏的上述采石场除了向浙江海塘供给石材外,还同时向本省的江南海塘工程供应石材。浙江省舟山、岱山等地通过海运途径,

也向江苏省的江南海塘提供部分石材
○11
。 

修筑海塘所需石材甚巨。钱塘江两岸为滨海平原,临岸地段仅有少量孤丘分布,石材资源有限。即便如此,临岸诸山的石材开

采也是谨慎的。临岸的低矮山丘,往往是抵御海潮的一道天然屏障,大规模的开采会导致石去土松、海潮内人,威胁到人们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乍浦、澈浦城外的临岸山丘与坚固的鱼鳞石塘共同构成了一道抵御海潮的防线,成为浙西海塘盐平段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图。同样为了抵御海潮,钱塘江南岸的绍兴也放弃了近岸的大和山、金帛山、马鞍山、驼峰山等山体的开采,而选择了距离

海塘十里地的羊山'。针对这些低矮山丘,要么禁止采石,要么有限度地开采,修筑海塘所需的石材大多数来自其他山体的采伐。

除去来自省外石材的供应,省内的石材供应地遍布沿塘各县,陆地上沿着河运线向北、向西和向南扩展,海上的舟山、岱山等地分

布有大型的采石场,远在三门的蛇蟠岛也为钱塘江海塘工程供应过石材图。以清代的行政区划分来看,嘉兴府、湖州府、杭州府、

绍兴府、宁波府、严州府、金华府和台州府都先后为修筑钱塘江海塘供应过石材,其中湖州府的武康县和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

是石材的主要产地,山阴的羊山和会稽的鸟门山是当时著名的采石场
○13
。 



 

 5 

 

在采石的过程中,还会遇到采石与禁山之间的冲突。采石活动在某些事关龙脉和坟莹众多的山丘,会面对当地人施加的许多

压力。地方官府也会在当地舆论的压力下,颁布相应的禁山令。而那些海岛采石场,不需要考虑风水和坟莹的问题,宕户可以尽情

地开采,不窗为采石的天堂,三门蛇蟠岛、舟山朱家尖、钓山,以及后来的岱山,都分布有典型的海岛采石场,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

的海岛采石文化。 

4 古海塘的保护、旅游开发与采石文化的关系 

浙江省内现存的古海塘主要修筑于明、清两代。在明、清两代将近年间,钱塘江海塘修筑达上万次,耗银约万两,有`旧出斗

银”之说,。对现存的古海塘加以保护,深刻挖掘其中所蕴含的科技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以及旅游价值,不断提

高公众对古海塘的认识水平,将古海塘作为文物而保护的观念深人人心,可以为古海塘的保护性旅游开发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习。为此,迫切需要处理好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古海塘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目前来看,浙江古海塘的保护工作

已经步人正轨,开展得有声有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盐官一带的海塘连同海神庙在年已成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

此基础上,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筹划将北岸余杭段海塘纳入保护范围,并改名为钱塘江海塘盐官段、余杭段及海神庙,该方案已经被

列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拟推荐名单。钱塘江南岸的绍兴海塘和镇海后海塘属于浙东海塘的一部分早在被列为浙江省

文物保护单位,萧山一带的北海塘年成为杭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借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东风,调查人员对钱塘江两岸的古海

塘以及海塘遗迹进行了考察和记录,有利于古海塘的进一步保护和开发。 

江浙一带的海塘被认为是与万里长城和古运河齐名的三项中国古代伟大工程`',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旅游开发价值。古海塘

的旅游开发不可避免涉及到海塘修筑的方方面面,比如修筑海塘的石材来源问题,这就引发了采石文化与古海塘旅游开发的联

系。如此浩大的工程,所需石材的数量十分巨大,石材的来源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游客的兴趣和思考。抓住游客的这一心理,通过

景区解说词或者导游词的引导和解释,可以自然地引出采石文化。浙江历史上为海塘工程供给过石材的古代采石场,有不少已经

加以旅游开发,古代采石场石材的去向同样可以引发人们的思考,而海塘修筑无疑是一个思考方向。可以这么说,自从石质海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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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后,通过那一条条、一块块的石材,古海塘的修筑就与采石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古海塘文物价值的认可和保护性旅游开发对采

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大有裨益。由于采石文化与海塘修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两者在历史文化内涵方面互相印证,历史上海

塘的修筑促进了采石文化的发展,而采石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又为古海塘的修筑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古海塘的旅游开发会加

深人们对采石文化的认识,并提高采石文化的知名度而采石文化可以作为古海塘旅游开发的重要文化拓展,有利于展现古海塘工

程的完整画面,进而有助于提升古海塘旅游开发的文化内涵。因此,统筹安排区域采石文化与古海塘的保护性旅游开发,将采石文

化与古海塘的旅游开发形成合力,既增加了区域旅游资源的丰富性,又提高了区域旅游资源的吸引力。 

5 结语 

钱塘江海塘的修筑具有工程规模大、历经时间长、耗费石材多等特点。海塘塘型的历史演变引发了修筑材料在质和量上的

变化,石材的使用和石材使用量的变化会对采石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明、清两代采石文化的繁荣与鱼鳞石塘的修建有着重要的

关系。由于海塘工程所需石材数量巨大,少数采石场无法满足海塘的石材需求,因而激发了海塘周边地区采石活动的大量兴起,促

进了那些地区采石文化的发展。历史上遗留下的古海塘具有一定的旅游开发价值,将采石文化与古海塘的旅游开发结合起来,有

利于提升整个区域旅游系统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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