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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塘碶的演变 

——以明清时期为例 

王懿
1
 

（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 316022） 

【摘 要】：塘碶在舟山的农业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舟山塘碶演变的考察，详细分析了塘和碶在农业

生产上的作用，对塘碶修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掘水利工程从古至今起到的重要经济、政治影响。塘碶工程的建

设这一水利工程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舟山 水利 塘碶 

【中图分类号】X82【文献标识码】A 

塘碶是我国沿海地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主要有防止海浪侵蚀陆地，发展当地海洋经济的作用。塘碶是塘和碶的统称，二

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塘注重于保护耕地，抵御海水潮水的侵蚀。它一般是用土所筑，功能主要是遏制水患，根据《初学记》

记载：“筑土遏水曰塘。”碶的功能与塘不同，碶的功能是调节水源(在河水泛滥的时候蓄水，在河水流量不足的时候放水)，

具有调节农业生产用水，防止河水泛滥和旱期水资源缺乏的功能。清代舟山地方志对于塘和碶也各有记载：“塘身固，则田可

无患”，印证了塘保护田地的作用。而碶则更注重蓄水，调节水量的功能。康熙《定海县志》记载：“河既不能多，蓄水而碶

之。”在这里碶指的就是修建碶的水利工程。 

根据史料记载：“定邑环海，地皆斥卤，其利蹙也。幸四壁皆山，有流泉资灌，非焚山焦石之旱，可以无忧。其易通巨浸，

垦治未施者，涂田而已。然而塘、堤、碶、闸，或仍旧制，或亟新规，司牧者不可不慎谋而预防也。”清代舟山的滩涂易受海

水侵入。如果不修筑塘碶，加以治理，容易浸润田地，破坏生产。 

我国国内对浙江沿海水利工程探究大约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当前国内的研究中不难看出，大多只研究海塘而没有涉

及到碶，关于海塘的探索在区域上集中于钱塘江、宁波地区；除了杨国桢《明清中国沿海社会和海外移民》、李德元《明清中国

国内的海洋移民》对舟山海洋移民的农耕环境演变有所涉及外，其他的相关文献都比较少。舟山塘碶的修建和变迁具有典型性

和代表性，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1 舟山塘碶修建概述 

1.1舟山塘碶的修建情况 

早在宋元时期，舟山就有少量的塘碶存在。例如地方志中记载的“芦花碶”“甬东碶”等，但是除了塘碶的名称外，没有

对塘碶的具体介绍。和清代对比，宋元时期的塘碶数量很少，而清代的塘碶规模更大，数量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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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修建塘碶的选址往往远离城市。“城北普慈寺下有水，南流入城，屈东南迳缪公祠前，又东南分二支。一支南历登龙

桥，迳景行书院西方屈，西迳厅署前，历平政桥而西，会龙首桥下水，北迳于县仓西，为县仓河。一支历小余桥，屈南迳学宫

西，屈东历置云桥、登瀛桥，与东喉水会，又南，分二支。一南历带月桥，屈西历解元桥，与状元桥下水会。又有水西北自花

园底，东南历董家原、将军二桥，屈东又历陆家、溉源、永安诸桥来会，南出水门，会城下濠河。”舟山城市的水道情况比较

复杂，桥梁和河流众多，城内也有众多水流的交汇之处。塘碶被建立在距离城市较远的海岸边上，抵御着海潮的侵蚀。 

历史上的塘碶修建，从总体上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前朝遗留下来的，荒废但仍具有使用价值的塘碶。诸如天童

塘、里岙塘都是清代在原址的基础上重修的。 

另一部分都是于清朝当代新建的，基本信息可见于舟山地方志，内容包含塘碶的地理位置、塘碶的规模、塘碶的修建与重

修时间等等。 

1.2舟山塘碶的特点 

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的舟山塘碶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方面，从修建塘碶的年份来看，重修和兴建集中于康熙时期。 

另一方面，从经济的方面来看，塘碶修建的资金来源不稳定。康熙时期共修塘碶 57 座，其中由士民公修的有 20 座，由政

府组织修建的有 37座。康熙初年的时候建设塘碶的资金来源以士民公修为主，截至 1696年，资金来自士民的共计 13座。1696

年以后，政府发银修建的频次逐渐增加。此后，士民公修与政府发银修建这两种筹款方式作为清代舟山塘碶修建的资金来源长

期并行。 

1.3舟山塘碶的演变过程 

清代学者黄式颖的《定海水利论》对塘碶的演变过程有详细的介绍：“水利之关乎农事，重矣哉!”考查塘碶的演变，可以

追溯到《周官·遂人》和《周官·稻人》中的文献记载：“复有以渚蓄水，以防止水诸法。古人之倦倦于水利如此，诚重之也。

后世变沟恤为河渠，改渚防为塘碶。井田之法不行而制因以更，势使之然。要之河渠塘碶，何尝不为水利计也哉?”通过对这段

文献的分析可知：塘碶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居民的用水需求，周朝产生了最早具有储水蓄水功能的“渚”。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渚”演变为储水功能更强的塘碶。舟山地处海岛，井田耕作的方法难以施行。塘碶的建设既能防止海水入侵，

也能在旱期为农业提供灌溉用水，是当时防范海潮入侵，保护滩涂的重要措施。 

总的来说，水利设施的演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从渚防到塘碶的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塘碶修筑技术的进步为清代舟山塘

碶的大规模建造提供了技术条件。 

1.4舟山塘碶修建的案例——平水碶 

平水碶，位置处于南城外半里，始建于成化五年，嘉靖时进行了修缮和迁移，清代康熙时重修。平水碶的变迁是反映舟山

塘碶演变的范例，从中可以探究舟山塘碶变迁的过程。 

1.4.1修葺和迁移。 

平水碶，始建于 1469年。在嘉靖时，都督虞镗认为重建平水碶，需要对它的闸石进行更换。于是参照旧址对平水碶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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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和重建。重建后的平水碶“无盈缩之患”、“增其形胜”、“可田二百余，公私获益。”随着地理的变迁，平水碶在嘉靖

之后又“岁久湮废”。1618 年副总兵张可大“因故址增设巨石恣碶，以石泄湍。”清代时期平水碶的位置已经在原址的基础上

有所偏移。“新址已非成化之旧矣。”当时修缮该碶的目的是巩固边务，维修的方式基本上就是在原址的基础上进行改造。 

1.4.2碑文与考证。 

舟山的碑文上对平水碶确有记载：城内旧有河浦通海潮，城南置水门以疏，利其壅滞。凡遇春潦秋涨，不能无患，必兴工

濬导事，屡劳而迄无成功。成化五年(1469)，钦差总督备倭，都指挥使张公勇按部至此视之，叹曰：“斯城河及沟浦皆随潮枯

溢，苟不有以处之，则军士庶民非惟利弗获，而反受其害。”于是相度厥宜，鸩工庇材，叠石固基，伐木累岸，创闸一座，名

曰平水。内以疏河流之泛滥，外以御海潮之怒奔，不逾月而告成。谨启闭之节，获灌溉之饶，岂惟息而劳沾其利?虽淋雨漫潮之

沓至，可以免于滞冲击之患矣。定海卫指挥千百户等官谓：“公是役，其费也微，其利也广。盍纪其绩，以示将来?”相率乞余

文勒石。”碑文上记载了平水碶抵御雨水漫潮的功绩。据碑文所载，平水碶不仅具有帮助农业灌溉之功，还能抵御自然灾害。

碑文上记载的修葺平水碶的时间与地方志的史料相同，关于平水碶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2 舟山塘碶修建的原因分析 

舟山全年降水不均，汛期海水易倒灌进入滩涂田地；旱期降水不足，灌溉用水缺乏。再加上清代之前兴修的塘碶大多破损

严重，民众饱受海水侵袭之苦。明末清初，政治局势动荡，舟山当地政府和民众无力对塘碶进行修复。直到清政府在舟山奉行

“休养生息”的方针后，政府才有足够的财政力量来进行水利设施的修建工作。 

舟山地处海岛，具有海岸线曲折、水资源丰富的地理特点。清代舟山塘碶修建的必要性是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等多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1自然因素 

2.1.1土壤因素。 

首先是土壤因素。“定海之地濒海而多山，濒海则土性近卤，一遇骄阳，下辐卤屑，上浮田禾，几何而不槁也。”这是《定

海县志》对于舟山土质的描述。舟山的土壤属于以红壤为主的典型海岛型土壤，易流失而且含盐量极高，不利于农耕。一旦太

阳暴晒或下暴雨，就会将土壤中的盐分筛出，对庄稼造成损失。舟山需要通过修建塘碶来巩固水土，保证农业生产。 

2.1.2气候因素。 

在气候方面，舟山位于季风气候区，屡遭自然灾害。“康熙四年七月初五，飓风拔木，淫雨淹禾。九年六月十二日，飓风

淫雨。二十九年七月八日，大风雨，平地水深数尺。四十八年八月大风雨，学宫及御书楼皆圮。”造成比较大的经济损失。塘

碶有着遏水的作用，作为降低灾害损失的有效工程，在舟山得到了大规模的修筑。 

2.1.3地理因素。 

舟山河海相通的地理条件也是清代大规模修建塘碶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塘碶的年久失修，清初海潮屡次侵入舟山、破坏

农业生产。修建塘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抵御潮水的侵袭。“定海各岛惟舟山未经遣徒，内务诸政稍为完备，至论水利，则舟

山垦地较多，居民尤聚，汲灌之需，时形不及。”舟山作为海岛城市，居民聚居，需要兴修塘碶来抵御潮汐的冲击。据清代《环

海图记》记载：“定邑素称海国，南北东三面皆环大海，西距镇海约百四十里。”“为定海计，水利河之濬诚为急务，而所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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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截河海，使河水不至外渗，海水不至内侵者，其关系全在塘碶。”该史料叙述塘碶修建的主要背景原因是：河水外渗和海水

内侵。正是因为舟山三面环海的地理环境，河水与海水之间的渗透与侵入现象多，土地盐碱化严重，使得耕作难以开展，因此

塘碶的修建势在必行。 

综合上述分析，清代舟山塘碶的修建是在舟山的土壤、气候、海水侵入等多种自然环境综合作用的情况下开展的。 

2.2政治因素 

2.2.1统治者重视塘碶修建。 

顺治十六年(1659)，礼科给事中张维赤上疏提请统治者注意，江浙行省一带的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需要特别注重江

浙一带水利工程的建设，当时的皇帝福临下旨命工部察议具奏，解决江浙一带存在的水患问题。统治者对江浙一带的水利建设

非常重视，不惜花重金建造江浙的水利设施，而当时舟山属浙江宁波府管辖，也能享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清康熙、乾隆时期

的舟山遭遇数次重大的气象灾害与海水入侵，损失惨重，让中央王朝统治者的视线集中到塘碶的修建上来，使清代舟山出现了

大量修建塘碶工程的现象。政府对待塘碶工程的态度和对前朝政策的借鉴，成为舟山塘碶修建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2.2.2守土保民的治本之策。 

“式颖为定海计水利，河之濬诚为急务。因所恃以界截断河海，使河水不至外渗，海水不至内侵者，其关系全在塘碶，尤

不可以时修补也。”水利工程的建设意在守护舟山的土地和百姓，所以塘碶的大量建设是因地制宜，确保舟山发展的必须实行

的政策之一。守土保民是清朝的治本之策，清政府对舟山塘碶修建的工程起着支持的态度。 

2.2.3地方官员的作为。 

舟山地方官员对于塘碶等水利工程的态度也影响着舟山塘碶修建的规模和效果。知县缪燧对于舟山塘碶的修建做出了巨大

贡献，“焦心殚思，以为民捍，或领帑以兴工，或招垦以集费。”缪燧为舟山塘碶的修建殚精竭虑，亲自发放津贴，招募工人；

围垦开发滩涂，募集资金。除了完成塘碶建设的后勤辅助工作，缪燧还“缮城濬壕，筑塘碶百余处，增田数万亩，葺学宫，凿

泮池。”舟山士民为纪念缪燧对于舟山的重大贡献，出资修建缪公塘，“迄今过大展访遗迹，尚有以缪公名其塘者，遗爱之称，

历久未艾。” 

2.3经济因素 

2.3.1中央政府的拨款。 

经济是修建塘碶的基础。清代新建、重建的塘碶数量和规模远超过前朝。在修筑塘碶所耗经费之多，是绝无仅有的。康熙

年间，虽然清朝政府仍处于统一全国的战争之中，但是仍然拨款于地方进行必要的水利建设。康熙五十四年(1715)潮水泛滥，

山阴县(现位于浙江绍兴境内)洪水泛滥，海塘等水利工程都已经被毁，当时的绍兴知府俞卿“请咨部发银四千六百余两，核减

缴库四百七十两”，可见当时国家财政对于塘碶的建设拨款是比较支持的。在遇到灾害，对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造成较大破坏

的时候，清代地方政府可以依据当地的形式上报中央，由中央统一拨款决定维修或重建受损的塘碶。清康熙、乾隆时期的舟山

遭遇的数次灾害，自然也可以得到中央政府的赈灾拨款。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清代的商品经济繁荣，中央政府财政力量也壮

大。在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大力支持浙江地区的塘碶建设，保护民众生命安全。“雍正二年(1724)，因浙江沿海潮灾特发上谕，

令：动正项钱粮，作速兴工。”这道旨意是在清代兴修塘碶前颁布的，经费来自于中央政府。政府为保民生，振兴农耕经济，

在水利设施上投入颇多。清代逐渐巩固沿海政权后，中央政府成为修建塘碶等水利设施的主要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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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本地乡绅出资。 

舟山本地乡绅出资作为修筑海塘经费也被记载在地方志中。尤其是在早期的塘碶工程中，塘碶往往都是士民公修的。在康

熙雍正年间，中央拨款用于修建海塘费用数额相当巨大，是由于康乾盛世，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国家财力雄厚。在康乾盛

世后，清朝国力渐衰，修建海塘往往通过地方募资，地方乡绅逐渐成为塘碶修建的主要经济来源。清人昭梿曾评论：“康熙间，

仁皇宽厚，以豫大丰亨以驭国用，故库帑亏绌，目不暇给。宪皇继位后，综核名实，罢一切不急之务，防海塘等巨费，皆罢黜

不修，体恤民力。”康熙年间修建海塘的巨额费用统一由中央政府出资，导致国库连年亏损，财政紧张，而继位的雍正为了克

服国库亏空之弊，废除了国家向地方拨款修建塘碶的惯例，避免了大规模的塘碶修筑，但是地方却急需修筑塘碶的资金。由此，

地方乡绅在修建塘碶过程中起到的经济作用逐步提高。因为中央财政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塘碶修建的需要，浙江总督程元章提

出了重开雍正初年一度停办的海塘捐纳的提议，此后筹资变为更多的采取先动正项，再行捐纳抵补还款的方式。”但是捐纳毕

竟只是权宜之计，无益于吏治，此后民间募集修筑资金逐渐成为修筑水利工程的主要资金来源。 

3 结论 

舟山的塘碶可以保护土地免受海水侵入，保护舟山居民。至今仍有为数不少的清代塘碶仍然在海潮的一线发挥着自己的作

用。分析塘碶，其实也是在探究清代舟山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水平。舟山的塘碶是在中央政府、地方官员、地方乡绅百

姓共同的努力下修建完成的，脱离了任何一个部分，塘碶的修建就难以继续。可以说舟山塘碶的修建，也是清代政府工程与民

间公修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范例。虽然后期因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政府更多的站在了领导的层面，而地方向执行的层

面过渡，但是总体上仍然是政府与民间共同修建的。 

有学者指出：“伴随人口激增与商业化，整个中华帝国的社会经济格局已有史无前例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在十八世纪之所

以还能被消化，清政府的许多局部政策的调整与制度改革是重要的原因。这些政治努力与林则徐、魏源等的漕运与盐政改革相

比，规模与重要性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十八世纪的中国政府正处于政策的转变期和中央集权的上升期。政府积极推动着舟

山塘碶的修建，但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进行赈灾和兴修水利却很少出现。政府在修建塘碶的过程中常处于发起者、倡导者的

地位。地方乡绅出资或者借贷修建则是作为清王朝公共工程的一个重要补充，起到了补充中央政府决策的缺漏的作用。清政府

在修建塘碶上起到主要的作用，而乡绅士民、本地官员也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清代舟山的塘碶修建既有政治经济因素的作

用，也有自然因素的影响，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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