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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水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之意义
◎  李  亮  / 义乌市博物馆  浙江  义乌  322000

摘要 : 水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一个颇具自身特色的分
支。对水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不仅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
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且对于深化水利行业文化内涵、把握
水文化建设和研究事业的定位和加深水文化、水利与社会三者
关系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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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举行第十七届会议，通
过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文化遗产分为三部分：
①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
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洞窟以
及联合体；②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
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
连接的建筑群；③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
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
古遗址等地方。可以说，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
优秀产物，其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一种传承的、凝聚
创造力和活力源泉的作用和意义。

由此及彼，水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一个颇具自身特色
的分支，它的涉水性使得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的价值和作
用较其他文化遗产而言尤为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水
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和社会意义，把握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是
了解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恢复性、创造性和适应性的必由之路。”
因此，研究和保护水文化遗产对于民族文化、世界文化，乃至
人类社会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和保护水文化遗产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
文化的多样性

1.1  丰富多彩的水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  保护
水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就是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
水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文化之一。我国先民在长期与自然环境
的艰苦斗争中，逐渐孕育了辉煌灿烂而独具特色的中华水文化。
而流散在全国各地、山川河流、东南西北的水文化遗产则是中
华水文化的一种丰富体现和集中代表。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
水一直承起着一个关键性的价值，它不仅赋予生命以存在的根
基，而且在东西方文化起源的早期，与水相关的一切可以说决
定着早期先民的文化发展层次和水平。两河流域与巴比伦文明、
尼罗河流域与埃及文明、印度恒河流域与印度文明、黄河长江
流域与中华文明、爱琴海与希腊文明，等等，这些人类早期文
明无不与大江、大河、海洋这些因水而生的事物密切相关。可
以说，与水相结合，不仅赋予了人类以生命的基本构成，而且
为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灵魂和活力。

1.2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与水相关的文化因子  《管子·水
地篇》：“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而古希腊哲学家泰勒
斯亦言：“万物的本原是水”，由此可见，水在东西方传统文
化关于生命起源中的重要地位。《列子·汤问》：“缘水而居，
不耕不嫁”，形象地展示了原始社会人类与水的关系，水赋予
了我国早期先民衣食住行以依托。《道德经》：“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赋予了水以道德修养内涵和高尚的精神
品格。《荀子·哀公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则是从治理国家、处理统治者
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角度阐释一种高明的政治智慧。如此等
等。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古代先民以水为依托、
为魂魄、为题材创作了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它们成
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精华部分演化为中华民族特有的
文化瑰宝，构成了当前我国水文化遗产的弥足珍贵的重要组成
部分。

1.3  相比较其他文化和文化遗产，水文化及其遗产所遭受的
生存危机更为严重  

1.3.1  水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普查力度不大。水文化及其遗
产本身就是一个概念内涵广泛、涉及面广、分类复杂的事物。
由于水利历史文化悠久、相关文化遗产种类多样，加上水文化
遗产工作长期不被重视，政府部门的普查工作力度不大，至今
对于我国水文化遗产的整体状况、存在种类数量和消失的状况
等认识不清，缺乏深入和广泛的了解。

1.3.2  保护水文化遗产的观念滞后，资金技术贫乏，对水文
化遗产价值缺乏正确的开发利用。水文化遗产的概念本身就是
水文化与文化遗产二者相结合所衍生出来的，因而当前对于水
文化遗产的认知广度、深度和涵盖范围都尚未成熟。这使得当
前水文化遗产的调查与研究大多从水利工程遗产和水利文物等
角度出发，而未能跳出“水利”和“工程”的窠臼，从更广阔
的视野出发，调查、整理和研究水文化遗产。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造成了水文化遗产的价值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系统的开发
与利用。

1.3.3  水文化遗产缺乏法律保护依据。如对古代的水利科技、
水文化工艺、水文化音乐、水文化舞蹈、水利历史图像、水利
民俗文物等水文化遗产，既没有科学的界定和权威的说明，也
未能列入《文物保护法》的保护之下。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已
不能适应我国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可以说，水文化遗产对于保护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多样性
的重要性同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文化遗产保护、
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一大瓶颈。当务之急是要加大人力、
物力和财力投入力度，做好水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分类标准、
调查研究、搜集整理、宣传教育等一系列工作，使水文化遗产
作为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政府、学界、
和民众所熟知和认可，进而争取更广泛社会舆论的关注和支持，
为水文化遗产事业和水利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注入生机和活
力。

2  研究和保护水文化遗产有利于深化对于水文化、水利和
社会三者关系的认知

2.1  “水是生命之源”，这是水的价值性的根本写照  有水
方有生命，有生命方有人类，有人类方有水（利）历史，有水（利）
历史方有人类文明。可以说，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与水结下了
不解之缘，并在以水为载体的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化，

作者简介：李亮（1985-），男，浙江义乌人，文博官员，从事博物馆文物管理与保护研究。

中华传奇2-4zw.indd   198 2020/9/26 星期六   14:15:39



文化视野    ●

2020 年 2 月上旬第 4 期 199

书写着人类文明的生动历史。在这种意义上来看，水不仅是物
质载体，而且是精神载体，人类社会发展的足迹就是水文化发
展的历史。水与人类生活这种息息相关的关系使得水与文化、
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相连，有水的地方就有人类的集聚，继而
则产生社会和水文化。特别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
社会文化的繁荣昌盛，“水文化已经成为现代水利事业承前启
后的思想、精神、规范和智慧等总的表现形态，成为参与社会、
为人类共同谋福利、推动现代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

2.2  水与水利、文化和社会的紧密联系表现在我们中华民族
的奋斗史和国家发展史上  “水利”一词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
形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言：“······自
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从而赋予“水利”一词以专业含义。
这里的“水利”主要包括有关治河防洪、灌溉、运河等水事活动，
此后，从事水利工程技术的专业人才被称为“水工”，主管水
利的官员被称为“水官”。《尚书·尧典》记载，舜命禹为司空，
是百官之首，职责是平水土。秦汉之后，不同的水利工程均设
有专职官吏进行管理。宋代以后，重大水利工程则指派钦差大
臣或中央高级官吏主持。历代水利上有突出贡献的人也大都受
到崇拜或敬仰。可见，水利在古代社会是极为重要的。

2.3 水文化这种无所不包、无所不含、网罗万象、纵横古今
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水文化的浑厚内涵和多元性，但与
此同时，也使得在现实层面的系统化、成体系和高度专业化、
学科化的研究与保护遭遇到难以突破的困境

一方面，水文化被视作人类的母体文化，特别是在水资源
问题短缺的现时代，水是生命之源的论断更为人们所深深领会。
水的这一极端重要性使得水之文化被赋予了太多的附加内容和
价值意义。凡是同水相关的哲学、文学、美学、民俗文化等事
物无不被收罗在水文化的丰富内涵之中，成为一种能够代表水
文化丰富性的象征。然而，细细品察，不难发现，这种倾向性
使得水文化的内涵有出现“泛水”的味道。恍惚之中，任何与
水有瓜葛的文化或事物无不被打上水文化的标签，但同时给人
一种水文化被过度阐释的嫌疑，进而导致对于“水文化到底是
什么”这一带有根本性的追问成为一种无从回应的、被悬置了
的疑问。

另一方面，水文化又往往被看作是一种水利行业文化，涉
及水利工程、水事活动、水文观测等活动中所产生的文化成果。
这种认识的后果是水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又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即：唯水利性。“唯水利性”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可以为水文
化提供一个核心和主体，从而使得水文化是什么成为一个不言
之明的问题：水利行业文化。但这样一来，水文化的丰富性、
多元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就被水利工程、水工技术、水事活动、
水文观测等偏重于理工类的事物所取代。

概而言之，上述思考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如何在广
义水文化与狭义水文化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的问题。从水文
化理论角度看，不管是水利行业，还是水文化研究学术界，都
在不断地探究着水文化的内涵、价值与意义，力求准确地寻找
到水文化和水利行业文化的定位。对于水利行业而言，水利行
业文化建设应当“从传统的单项思维中走出来，从自身的单元
文化视野中走出，参与以水为载体的各项思维创造活动”，从
而使得水利行业文化真正成为一种具有文化价值内涵、能够为
水利事业发展提供思想、精神、规范和智慧的存在。对于水文
化学术界而言，水文化研究必须从规范化、专业化、学科化的
高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正确处理好水文化研究核心与外
延的问题，即：一方面要突出水文化研究中“水利”这一核心，

另一方面，要适当收缩水文化的“文化外延”。这两方面的需
要使得研究和保护水文化遗产成为一件迫在眉睫之事，因为水
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是一种既能够深化水利行业文化内涵，
又能够通过探究水文化遗产为水文化建设和研究事业找好定位，
更能够深化对于水文化、水利与社会三者关系的认知。

3  研究和保护水文化遗产有利于推动水利行业文化事业的
发展繁荣

3.1  水利事业发展与水文化建设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互
相促进的  “从古至今，在各项水利工程建设和各项水利事业中
都必然要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水文化。水文化反过来又成为人
类指导自身行为和评价治水活动的准则，从而促进人类对水资
源、水生态、水环境和水事活动的重新认识，形成新型的人水
关系，推动水利实践的深入和发展。”可以说，水文化建设作
为水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现代水利发展全局中处于重
要位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而作为水文化重要传
承载体和文化结晶的水文化遗产，它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治水
过程中国累积的丰富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伟大创造力的实证。
水文化遗产中蕴含着丰富的先进思想、辩证思维、科学精神和
正确的价值观念等，这些都是我国水利建设难能可贵的文化资
源，对其加以研究和保护有利于充分认知我国传统水文化的历
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对于促进我国水利行业文化的发展，乃至
水利建设的实践都有巨大的助益。

3.2   水文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  做好水文化建设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水文
化遗产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开发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主要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水文化遗产专项调研工作，摸清现存遗
产数量、分布情况、本体特征、基本数据、保存状况，以及水
文化遗产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一套成
体系、系统化的水文化遗产分类与认定标准，建立全国水文化
遗产档案，汇总编制全国水文化遗产名录。在这一过程中，要
依托高新技术，建立水文化遗产数据库及信息管理系统和水文
化资源与发展报告发布系统。

加强水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和开发利用。根据水文化遗产
调研结果，分析总结我国水文化遗产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根
据其价值，探讨水利遗产的保护对策。同时，可以针对具有重
大价值的水文化遗产，编制并实施相应的保护与开发规划。

做好水文化遗产的宣传、展示、交流和研究工作。水文化
遗产研究和保护不能仅靠一个机构、一个部门、一个行业，而
需要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因此，可以通过原址展示、
陈列展览、实物复原、虚拟现实技术复原、科普著作和数字影
视作品发行等技术手段，对社会公众进行宣传、展示我国丰富
多彩的水文化遗产资源。同时，加大水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和
交流协作的力度，以推动水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向理论化、深
度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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