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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我国大力建设水生态文明的背景下，加快推进以人水和谐发展为主旨的现代水文化

建设是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秦蜀郡守李冰始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一座闻名于世、至今仍发挥作

用的经典水利生态工程。 以人与自然、人与水的关系为主线，分析挖掘了都江堰工程的治水理念、
工程方案、综合效益以及其蕴含的哲学观、思想观、发展观、文化观，说明了都江堰水文化的内核要

义与当今时代生态文化发展总体要求基本一致，并与水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现代水文化建设方向

高度契合的观点，进而提出了其对现代水文化建设的 ４ 点启示：传承与发展协调统一、科技与人文

相得益彰、研究与教育双轮驱动和政府与社会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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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

“五位一体”总布局，作为生态文明的核心组成部

分，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突显［１］。 水生态

文明建设离不开行政、科技和文化力量的推动，当前

尤其应重视水文化建设。 水文化建设既是水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为其提供强大动力［２－３］。 秦

国蜀郡太守李冰率众建造的都江堰无坝引水工程，
至今仍在造福人类，给世人留下的影响和思考是深

刻的。 从水生态文明的视角，进一步分析都江堰水

利工程的科技含量和水文化内生力量的精髓，对促

进以人水和谐发展为主旨的现代水文化建设具有重

要启示，对引领现代治水、建设美丽中国具有实践意

义和示范价值。

一、都江堰是堪称典范的水利生态工程

水利工程从实质上讲应是生态工程［４］。 然而，
传统水利工程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对工程的生

态环境负面影响考虑得仍然不够。 笔者认为，水利

生态工程特征，一是“水利”，强调工程的资源性、经
济性，二是“生态”，强调其环境友好性与生态适应

性。 这里的“生态”，不仅限于狭义的层面，即人类

直接依存的自然环境，而且可扩展为“社会、经济、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５］。 能称为生态工程的水利工

程，必定遵循生态控制与运行规律，保证人水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具有服务经济、社会与生态等多方面

功能，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始建于公元前 ２５６ 年的都江堰举世闻名，是迄

今全球仍发挥巨大效益的最古老水利工程。 战国秦

昭王时期蜀郡太守李冰为了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

西农业经济，率领其子与蜀地各族人民修建 “湔

堋”，至宋代以后沿用“都江堰”的名称［６］。 经过历

朝历代的加固、维修和扩建，都江堰在其所控制的成

都平原和龙泉山以东的部分丘陵地区内，灌溉面积

已达到 ５６ ７ 万 ｈｍ２，并兼及工业用水、生活用水、漂
木与渠道发电等综合运用，造就了一个“水旱从人、
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７］。

毫无疑问，都江堰水利工程为成都平原水生态

文明的演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依存、开发、掠夺、和谐是人

与自然关系经历的不同阶段，都江堰的建设与运行，
跨越了各个不同阶段，与自然环境协调统一，与经济

社会发展相适应［８］。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赞

称说：“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

比。” ［９］笔者认为，都江堰堪称典范的水利生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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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主要体现在：
１． 充满生态文化智慧的治水理念

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协同持续发展

的文化，具有和谐性、广泛性、多样性、时代性、传承

性、高效性等诸多特征［１０］。 虽然都江堰建造之初生

产力水平低下，但所依据的治水理念富含朴素的生

态思想与智慧，保证了工程的科学性与持久性。 一

是尊重自然、追求和谐的治水理念。 都江堰在建造

过程中，以不破坏自然环境为前提，充分利用自然资

源为民众服务，变害为利；充分考虑人与自然和谐共

存，使人、水、地三者高度和谐统一。 二是尊重群众、
依靠群众的治水理念。 李冰建造都江堰水利工程，
在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民群

众的首创精神，体现了生态文化的广泛性。 三是尊

重科学、因时制宜的治水理念。 李冰充分考虑地形

与水势特征，很好地贯彻了“乘势利导、因地制宜”
的治水原则，其水分四六、弯道环流、泄流飞沙的水

沙控制符合河流水文与泥沙运动规律［１１］。 工程实

施“岁必一修”，根据水文情势和工程运行情况的变

化及时按照“深淘滩、低作堰”等“三字经”要求、“遇
弯截角、逢正抽心”的“八字诀”方法进行科学修缮，
体现了生态文化的时代性与高效性。

２． 遵循生态科技原理的工程方案

生态科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走向，要求科

技活动过程与运行符合自然生态规律，遵循“人道

主义”价值伦理和整体系统原则及绿色循环观念，
促进人与大自然相和谐［１２］。 都江堰无坝引水工程，
从渠首到灌区渠系的整体安排、工程设施的方位选

择、引水方式的运行设计、工程布置的建筑造型，都
充分体现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顺应自然的科技特

点，都充分彰显出河流水文和水力学特性在工程设

施中的巧妙运用。 承担分流、溢洪、引水功能的鱼

嘴、飞沙堰、宝瓶口构成工程主体，另外还有附属工

程百丈堤、人字堤，整个工程枢纽是运行良好的系统

工程；同时工程系统的布局充分考虑了自然地理条

件，并与山川秀丽的景色浑然一体，实现了工程系统

与外部环境的协调融合。 工程经过精心的设计和施

工，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

水流量等重大问题，成功地实现了分流分沙、泄洪排

沙、引水冲沙以及水运通行等水利功能［１３］。 工程的

建设与养护包含“笼装密，石装健”，大量利用当地

常见的卵石和竹木资源，就地取材，自然生态。
３． 实现巨大、可持续的综合效益

建设水利生态工程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经济、社
会、生态等多方面的综合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成

都平原在古代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且又十分严重的

地方。 每当岷江洪水泛滥的时候，成都平原就是一

片泽固；一旦遇到旱灾，又是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

收。 岷江的水患是人民生存与发展的最大阻碍。 李

冰深知治郡最大的困扰就是旱涝难治，为了民生大

计，他下定决心、带领群众，在前人治水的基础上，在
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灌县附近建成了都江堰。 都江

堰的建成，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分水、排沙、防洪、控流

等重大问题，而且还承担了成都平原居民生活用水、
农田灌溉、水运交通以及现代的水力发电、水产养

殖、观光旅游、生态环保等功能，发挥了巨大综合效

益，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都江堰的水文化内涵

水文化，从广义上说，是人水关系的文化，是人

水互动形成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都江堰水利

工程，不仅是一座影响深远、利及千秋的水利生态工

程，更是中华民族治水史上的文化丰碑和水文化遗

产。 都江堰水文化的思想精神内涵十分丰富，永远

值得后人挖掘、传承和发展。
１．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

“道法自然”是老子提出的重要哲学思想。 《道
德经》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道家看来，虽然“道”是天、地、人乃至万物的本

原，但仍须“法自然”，即一切事物的运行法则都必

须遵循自然规律，不得人为地随意改变，否则会受到

自然规律的惩罚。 都江堰就是在充分尊重自然法

则，合理利用岷江出山口处的地理条件和水量、水流

速度及落差等水文特点，以最少的设施和最小的工

程量创造性地设计和建造了一座能够自动分水、泄
洪、排沙及灌溉的枢纽工程。 这座工程不仅表现出

“乘势利导、因地制宜”的合理设计，“就地取材、费
省效宏”的建造方式，结构精巧、自动操作、易于维

修的高超技术，而且还彰显出尊重自然规律的运行

法则以及维护生态环境的建设观念，是一座遵循自

然规律建造出来的水生态示范工程［１４］。
２． “天人合一”的思想观

“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由庄子提出，而形成相

应的思想价值体系则要推到汉代，由当时思想家董

仲舒完成。 对于“天人合一”的思想观，道家、儒家

及禅宗均有阐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和精

神信念。 “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的关系，彰显的是人的行为在自然资源的应用过程

中，所持的一种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 都江堰作为

２ ２００ 多年前始建的水利工程，从设计理念、建造过

程、建筑结构、运行结果和当今功效看，都充分展现

了古人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态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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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古人对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目标追求。 都江

堰工程设计布局巧妙，与周围环境协调，顺天应人，
是人类智慧利用自然造化的完美产物［１５］，是“天人

合一”思想在水利工程的有益实践，是人与自然和

谐统一的成功典范。
３．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以人为本”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

要求。 这一要求旨在强调把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
一切从人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人的生存谋发展、促发

展，以此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都江

堰就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水利工程上的具体运用。
一方面，为了后人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人们针对当

时成都平原灾害连年的不争史实，精心建造都江堰

无坝引水以及并提出与之相适应的维护管理措施，
化影响当地人民安全的洪水水害为水利，成为当地

居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 另一方

面，都江堰水利工程践行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建造

理念，把一切为了人、关注人放在首位，把科学的

“真”、哲学的“善”与文化的“美”巧妙地融合于大

自然造化之中，无一不体现了都江堰水文化的精髓

所在。
４． “道风仙气”的文化观

“道风仙气”一语出自道教文化。 道教文化是

都江堰水文化的特色。 首先，都江堰渠首工程南侧

的青城山，是我国的道教圣地，自古就有“道风仙

气”之称。 那里山峰重峦叠嶂、洞天福地众生、“宝
仙九室之洞天”的道教文化源远流长。 其次，都江

堰水利工程依托先进的建造理念、精细的工程技术、
精美的建筑艺术和山川秀丽的自然环境，建造留存

有的李冰石像、二王庙、观景台等众多文化景观和由

此产生的祭水、祭神、祭人的诗词书画等水文学遗

产，都具有浓郁的“道风仙气”。 这种“道风仙气”与
都江堰水利工程融为一体而形成的人文景观文化，
让后人祭祀活动不断，观光流连忘返。

三、都江堰水文化对现代水文化建设的启示

通过前文对都江堰水利工程本身及其蕴含的丰

富的水文化思想内涵的介绍，有两点基本结论：一是

通过工程本身表现出来的都江堰水文化思想博大精

深，也正是这些思想，在都江堰的设计、建设与修缮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与主导作用，从而造就了

成都平原“天府之国”的美誉。 二是无论从物质层

面还是从精神层面看，都江堰水文化都具有旺盛生

命力，其内核要义与当今生态文化发展总体要求基

本一致，与水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现代水文化建设

方向高度契合，是促进人水和谐、“社会、经济、自

然”复合生态系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文化。
解决当前面临的四大水问题，实现水资源的永

续利用，建设水生态文明，仅靠行政的手段和技术的

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文化的引领与推动［１６］。
与生态文化发展和水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都江堰

水文化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１． 传承与发展协调统一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精神和人类文化

总是呈现为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进程。 随着时代的变

迁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主导的水文化模式也会随着

形势的变化发展而做相应调整。 不同时代的文化反

省与批判都将是对过往文化辩证地批判与继承。 都

江堰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样例。 就工程本身而

言，都江堰并没有一成不变，也经历了不断改进、完
善功能、扩大效益的过程，如初建时鱼嘴位置在今鱼

嘴以上近 ２ ｋｍ，功能上以防洪、航运为主，直到汉景

帝时才扩大至灌溉；而其深层的文化思想，则是成功

跨越了人水关系上依存、开发、掠夺、和谐的不同阶

段［８］，使建造初期朴素的生态思想得到了发扬，做
到了传承与发展的统一。 现代水文化建设，也需要

我们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水生态智慧，保留不同时

期、不同地域水文化中的合理部分，并根据水生态文

明建设的时代要求不断增加新的文化内涵，实现以

文化的方式来传承历史、引领发展。
２． 科技与人文相得益彰

自然科技是人以客观自然为指向的认知，而人

文科学是指人对自身的观察与反思，而且这两个方

面本来应该是辩证统一的，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造

成了科技与人文的剥离。 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水工程的修建和水环境的治理要

求人类在不断提升科技水平的同时，还应更加重视

其审美功能和文化功效。 都江堰水利工程建造和修

缮不仅体现了对基本科学原理的良好应用，而且反

映了人们对自身发展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层思考，在
工程枢纽的呈现上，注重与周边环境协调融合并加

入不少景观元素，真正将科技与人文有机统一。 当

前，人们对于水资源的利用和改造不再是传统的主

体与客体的关系，我们应发扬都江堰水文化，从文化

的视角重新审视人水关系，构建科技与人文相得益

彰的水文化发展观念，实现人类与水的和谐共处。
３． 研究与教育双轮驱动

建设水生态文明，需要培养全社会的水文化自

觉，为此对水文化的研究与教育就显得特别重要。
都江堰“三字经”的治水原则与“八字诀”的河工方

法是从无数经验和教训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是工程

建造者深入研究、不断实践的结果，其重要性不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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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施本身，它不仅是工程维护管理的技术规范

与制度依据，也是普通民众易记能详、通俗易懂的水

文化教育素材，与工程周边一些水利人文景观一起，
对当地居民产生深刻影响。 我国水文化的研究与教

育的广泛开展，只有 １０ 年左右的时间。 近些年来，
水利部开展了《传承、发展和弘扬水文化的对策研

究》，出台了《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成立了水文化专家委员会；一些高校成立了水文化

研究所，出版了水文化教育丛书，在学生中开设了水

文化选修课；许多省市组织了水文化调查，制定了当

地水文化发展规划并将规划纳入政府工作序列予以

实施。 尽管水文化研究和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全社会亲水、爱水、节水、护水的意识还不够强，需
要进一步加大水文化研究和教育普及的力度，最终

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水文化氛围，形成高度的水文

化自觉。
４． 政府与社会协同推进

对都江堰的管理维护，历代治蜀者和灌区人民

均高度重视。 可以说，都江堰一直发挥作用至今

２ ２００多年，政府与社会的共同努力是重要保证［６］。
同样，解决当今世人普遍关注的水问题，增强人们建

设水生态文明的文化自觉，提升现代人的生存环境

和生活质量，仅靠民间自发的热情和局部的实践探

索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部门纳入规划并给予积极

的财政支持；需要水利部门自觉作为，在水利科技组

织、水利工程建设、水利教育指导方面融入水文化要

素，不断提升水科技、水工程的文化内涵及全社会整

体的水文化素养；需要创新水文化建设民间融资渠

道和方式，给予配套的鼓励、支持政策，在水文化公

益事业发挥社会资本更大作用。 当前，尤其需要建

立由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企业共同参与的水

生态水文化协同创新中心，通过打破现有的体制壁

垒和机制障碍，形成适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水文

化高地，从而实现水文化的传承发展，为创建水生态

文明示范区提供借鉴并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强大的

精神支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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