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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灌溉工程遗产的时代价值
与工作思考

占任生1，曾金凤2

( 1. 江西省水利厅，江西 南昌 330009; 2. 江西省赣州市水文局，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 江西灌溉工程始建于秦汉时期，数量多分布广，在灌溉工程遗产构成、特性、价值及当

前保护发展面临的问题等方面均具有代表性。文章以江西现存的典型灌溉工程为例，从灌溉工程

遗产的灌溉功能、设计理念、人文情怀、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角度分析了其时代价值，结合

作者水利灌溉工程申遗经验，文献梳理与专家意见，提出江西灌溉遗产工程保护与利用的思路，

以促进江西灌溉工程遗产的申报、保护、管理和研究工作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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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工程遗产在促进农业发展、改善农民生

计、丰富水利工程设计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截至 2017 年，全国有超过 400 项古代灌溉工程或

系统仍在发挥效益［1］，有 17 项列入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名录。对古代水利灌溉工程的研究方面，旷良

波［2］、李云 鹏［3］、周 文 君［4］ 等 分 别 对 四 川 的 都 江

堰、丽水的通济堰、宁夏的引黄古灌区等灌溉工程

遗产的特性价值、保护策略与历史文化价值等进行

了研究。关于安徽寿县芍陂、福建莆田木兰陂、陕

西郑国渠遗址［5 － 7］等文献介绍了古代灌溉工程的人

文价值。对于江西境内的水利灌溉工程，陈芳［8］、

钟燮［9］、黄细 嘉［10］、廖 艳 彬［11］、刘 颖［12］ 等 人，对

至今唯一入选世界灌溉遗产名录的槎滩陂进行了价

值剖析与保护措施研究，其他灌溉工程遗产鲜有研

究报道。

江西古称江南西道，位于长江中下游交接处的

南岸，境内有赣 江 等 五 大 河 系 和 鄱 阳 湖，水 道 密

布，河湖水系发 挥 其 水 产 灌 溉 之 利，航 运 交 通 之

便，调蓄洪水之益。自唐宋以来，农耕文明繁盛一

时。因水热条件适宜，是中国典型稻作产区。为了

补充作物所需水分，从秦汉至明清，江西在历史上

建造了数不胜数、类型多样的灌溉工 程［13］。2018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灌溉工程遗产保护。为宣

传、展示、保护和利用好江西的灌溉工程遗产，本

文结合水利灌溉工程申遗经验，文献梳理与专家意

见，以江西现存的典型灌溉工程为例，多角度分析

了其时代价值，提出保护与利用思路，以促进江西

灌溉工程遗产申报、遗产保护和管理研究工作常态

化。

1 基本概况

1. 1 数量与分布

据《江西通志·水利》( 雍正 10 年) 记载，江西

水利 工 程 共 1. 9 万 余 处， 包 括 陂、塘、堰、圩、

圳、堤、湖、窟、港、垱、堨、闸、垾、坝、井等

( 见表 1) 。表 1 中统计数据表明，水利工程主要由

陂、塘、堰、圩 四 类 组 成， 占 比 分 别 为 54%、

38%、3%、3% ( 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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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江西省水利工程数量统计表( 雍正 10 年)

工程类别 陂 塘 堰 圩 圳 堤 湖 窟 港 垱 堨 闸 垾 坝 井

数量 10 291 7 398 561 535 72 3 110 39 21 35 27 7 4 3 11

表 2 江西省各设区市水利工程数量( 雍正 10 年)

行政区 南昌市 抚州市 赣州市 吉安市 景德镇市 九江市 萍乡市 上饶市 新余市 宜春市 鹰潭市

水利工程数量 1 133 1894 1 782 5 325 554 2 531 465 1 177 960 3 097 199

图 1 江西省主要水利工程及其占比( 雍正 10 年)

全省各设区市水利工程数量如表 2 所列和图 2 所

示，水利工程数量最多的为吉安市，其次为宜春市

和九江市，其数量分别为 5 325、3 097、2 531，占

比分别为 27. 85%、16. 20%、13. 24%。

图 2 江西省各设区市水利工程数量及占比( 雍正 10 年)

1. 2 经典现存

江西现存的古灌溉工程目前主要有: 泰和槎滩

陂、抚州千金陂、遂川北澳陂、婺源平渡堰、崇义

上堡梯田、宜春李渠、乐平古石坝等 10 余处。

1. 2. 1 泰和槎滩陂

槎滩陂始筑于南唐 ( 公元 937—975 年) ，为后

唐西台监察御史周矩创建，是一座拥有千余年历史

的灌溉工程。2016 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

录。槎滩陂至今仍灌溉泰和、吉安两县的 4 个乡镇

农田约 5 万亩。

1. 2. 2 抚州千金陂

千金陂距今已有 1 200 多年的历史，为抚州刺

史李公修建。现今灌溉农田约 2. 2 万亩。2019 年 6

月，千金陂通过专家考察评估，目前正在申报“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

1. 2. 3 遂川北澳陂

北澳陂又叫虎潭陂，建于南唐( 公元 937—975

年) ，康熙 54 年，遂 川 首 富 梁 德 永 重 修。至 今 惠

泽辖区 18 个行政村，有效灌溉面积达 2 万余亩。

1. 2. 4 婺源平渡堰

平渡堰 始 建 于 清 雍 正 年 间 ( 公 元 1723—1735

年) ，由经学家、音韵学家江永设计，堰体由婺源

县汪口村工匠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用当地盛产的

毛石、鹅卵石干砌 ( 砂砾填缝 ) 而成。自建成起未

有记录表明其修缮过，至今仍正常地发挥着当年的

设计功能。

1. 2. 5 崇义上堡梯田

上堡梯田始建于南宋，完工于清初，距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总面积近 3 万亩。是国内三大梯田

奇观之一，先后被认证为“最大客家梯田”“中国美

丽田园”“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 存在问题

2. 1 认知水平不高

由于传统水利工程大多

规模小、投入少，至今也是

设施陈旧，管理工作条件比

较差，往往被认为已是过时

和落后。人们对其所承载的

传统科技、生态及文化价值

认知不足，这些古灌溉工程

或遗址、遗迹在现代灌区工

程的 更 新 改 造 中 不 断 被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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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损毁或废弃。

2. 2 研究挖掘不够

当前对灌溉工程遗产价值的研究普遍停留在定

性评价的层面，未开展专门的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和

量化研究工作。近年来，由江西省水利厅水文化办

及江西 省 水 利 科 学 研 究 院 合 作 了 一 些 零 散 的 研

究［13，14］。对工程特性价值及保护发展策略等基础研

究也不足，灌溉工程遗产的保护发展缺乏理论依据

和技术支撑。

2. 3 管理力度不足

在遗产保护与工程发展的关系上，各地市的措

施较为明显地存在“重工程、轻遗产”的倾向。灌

溉工程遗产的管理涉及水利、文保、农业、旅游等

多个部门以及不同乡镇和村庄，不同部门的职责、

目标和规范标准不同，造成管理的行政成本高、效

率低。

2. 4 保护经费短缺

灌溉工程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的基础性、公益

性、长期性等特点，存在经费需求大、保护资金少

等突出问题。灌溉工程遗产资源缺乏稳定的资金投

入，直接影响到灌溉遗产的保护、挖掘和展示。

3 时代价值

灌溉工程遗产延续使用了成百上千年，体现出

来的传统水利科学技术、建设与使用经验，传统治

水用水的哲学以及灌溉管理机制，对现代灌溉体系

的建设和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灌溉工程

遗产也较完整地展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水利

工程建设理 念 和 科 技 价 值 及 其 与 政 治、经 济、社

会、文化、环境等的关系［15，16］。

3. 1 灌溉效益的发挥

江西古代灌溉工程虽历经岁月的洗礼，无数自

然、社会、战争、经济等各种因素变 化 的 严 酷 考

验，有的至 今 依 然 发 挥 着 拦 洪、挡 潮、排 涝、蓄

水、引水等灌溉效益。仅目前经典现存的 10 余处

古代灌溉工程，其总灌溉面积达 47 万多亩，相当

于 47 个中型灌区。这些古灌溉工程千秋流淌，灌

溉良田千万顷，为成就江 西“天 下 粮 仓”“鱼 米 之

乡”作出了重要贡献。

3. 2 设计理念的借鉴

因地制宜是传统灌溉工程的普遍特点，且表现

出与环境、生态的高度和谐。它们在环境适应性、

系统规划和低影响开发、精细的结构设计、生态型

材料构件，以及灌溉管理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

如槎滩陂“低作堰”的设计顺应自然、巧妙利用河

势水情进行规划和布局。上堡梯田的建造几乎完全

顺应等高线，既减少了土方量又可防止水土流失。

平渡堰堰体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用当地盛产的毛

石、鹅卵石干砌 ( 砂砾填缝 ) 而成，在不设闸门的

情况下，解决了蓄水、通舟、缓水势的矛盾。

3. 3 历史发展的见证

一个水利工程，跨越了千百年，见证了历史的

发展，成为那个时代生产、生活最生动、最真实的

记忆。槎滩陂水利工程留下的大量记载整修的石碑

和传记，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了千百年来当地

的开发史，孕育了泰和大地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展示了泰和千年来的足迹与辉煌，也承载着数代泰

和人民的记忆。而槎滩陂“五姓宗族管理制”和北澳

陂“六棚管理制”的水利事务管理权力体系［17］，则反

映了当时地方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纷争、道德

理念，以及政治中心的变动，基本经济区的转移，

流域区地方权力结构体系和社会秩序的变迁。

3. 4 人文精神的彰显

灌溉工程遗产不只是水利工程，其背后，有的

是天下为公的襟怀，有的是深邃无比的智慧，有的

是坚韧不屈的精神。槎滩陂历经千年风雨巍然不

动，依然守护着 泰 和 的 百 姓; 建 造 者 周 矩 倡 导 的

“共同受益”［18］、为民大爱的精神也在一代代经世

传承着。翻开抚州千金陂 17 次大的建设历史［19］，

那些人和事早已变作一行行文字、一段段故事，成

为人与自然顽强抗争的史诗，为后人传诵。重修北

澳陂的梁德永的为民情怀，以及骑在马上巡渠的独

腿陂长的壮举［20］，也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遂川人。

3. 5 优秀文化的传承

灌溉工程遗产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千百年的水利设施，带来了古老神韵，传承着

优秀的水利文化。宜春李渠作为城市水利工程的管

理典范，它启用的“渠长制”是现行“河长制”的萌

芽。崇义上堡梯田孕育了客家人的悠久历史和灿烂

文化，山歌民谣、农耕农谚、宗教思想构成了客家

梯田文化的精髓和核心。通过梯田承载的“春牛文

化”“猎酒文化”“茶文化”等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

展现了浓郁的客家乡村风情，反映了客家人民间亲

水惜水敬水的观念和农业生产习俗，也折射出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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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业儒”的儒家理念。

3. 6 地域经济的推动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

发展。崇义上堡梯田，一个曾经的处于旷野之中的

灌溉历史遗存，现在逐渐被打造成为一个融自然、

人文、旅游于一体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成为中

国农业遗产文化的一个符号，成为一张江西灌溉乃

至国家水利的名片，有力地提高了当地的国际知名

度和影响力。高山梯田牌野香粘 ( 大米 ) 、高山梯

田牌野香粘有机粥米［21］ 以及阳岭白茶、“赤水仙”

“万长山”梯田茶叶，因而声名大振，提升了旅游

的品牌价值，有效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4 加强灌溉工程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工作思考

灌溉工程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既代表

一种文化，更昭示一种责任。保护、传承、利用好

灌溉工程遗产，是摆在现代水利人面前共同的课

题。

4. 1 顺应时代发展，认识灌溉工程遗产保护与利

用的重要意义

灌溉工程遗产是最能够代表中国自然、经济和

文化特点的遗产类型之一。挖掘与保护灌溉工程遗

产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民族自信心的重要工作。相

关部门应顺应时代发展，进一步引导现存灌溉工程

遗产的挖掘和提升。充分认识到，做好灌溉工程遗

产保护与利用工作，对展示江西水文化、促进水利

发展、带动全域旅游、提升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推动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

4. 2 完善法规体系，建立多方协同联合保护的工

作机制

灌溉工程遗产的管理涉及多部门多行业，以及

政府民间多个层次。应重建用水户对公共水利工程

的文化认同和责任意识，编制江西灌溉工程遗产保

护办法与规划体系，构建方便有效的协调途径和常

态化的合作机制，形成合力开展灌溉工程遗产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的基础性工作，逐步建立起新时代科

学完善的灌溉工程遗产管理制度。

4. 3 积极开展申遗，提升灌溉工程遗产典型示范

的影响力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中国水利面向世界、面向

公众的窗口。通过申遗对外辐射影响，对内集聚共

识，共同把古代灌溉工程打造成为江西的又一张名

片。同时，对列入世界灌溉遗产名录的槎滩坡和即

将“转正”的千金陂等工程统一管理，以加强典型

示范的影响力，并注重宣传的专业性与普及性的结

合，进一步扩大江西灌溉工程遗产的文化影响力和

国际知名度。

4. 4 争取政府支持，推动灌溉工程遗产纳入景区

规划与建设

灌溉工程遗产要发挥可持续作用，既要保障遗

产的水利功能作用发挥，又要结合保护利用，与实

现灌区的水 利、社 会、区 域 综 合 发 展 效 应 相 辅 相

成。为此，应以水利风景区和灌溉工程遗产建设作

为重要传承载体，高起点规划，创新灌溉工程遗产

保护规划格局。同时，积极推动政府部门发挥主体

引领作用，加强对灌区及相关古村的基础交通及相

关配套设施建设，提升灌区旅游开发服务的“硬实

力”，实现灌溉工程遗产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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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培训，不断提高管护人员的管理技能。乡镇、

村加大民生水利工程管护宣传工作，把工程管护制

度纳入《乡规民约》之中，做到家喻户晓，切实增

强群众的管护意识，充分调动村民主动参民生水利

工程运行管理的积极性。

在“用”上建机制，有效激发“五老”活力。“五

老”管护人员平日里认真开展巡查并做好运行与管

护记录，发现小问题，及时处理，保证管护的工程

设施、设备处于良好状态。“五老”经常向各乡镇

汇报管护工作，请求协调解决工程管护过程中出现

的难题，对重大问题或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由县水

利部门解决。乡镇对项目管护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

期检查，同时县水利局每年对各乡镇水利工程管护

情况进行检查评比。

在“评”上出真招，双向激励“五老”表率。出

台《岳西县“五老管八小”奖励方案》，坚持奖罚并

举，每年对在水利工程管护工作中尽职尽责和成绩

突出人员，颁发“五老管八小”管护荣誉证书和奖

牌，给予激励奖金，并向全县宣传推介。对履职不

力、造成工程损毁的“五老”给予解聘。

( 责任编辑 韩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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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交叉治污技术带动两个方面层级结构不断突

出、治理内容逐步细化( 见图 5) 。

在多维度治理体系 推 行 的 过 程 中，还 需 要 不

断注入创新的力量，把水库治理作为一个融合物

理学、化学、生态学、生物科学传统学科和计算

机网络科学、大数据云计算新兴学科的多种学科

门类综合性工作，结合现有的科技手段，对水库

治污工作给予支持，其中包括可推行的生态修复

技术、MBR 膜 生 物 反 应 器、 ICEAS 活 性 污 泥 法

等。

5 结 语

在保障水库日常供水、调蓄洪水功能维持在正

常水平的前提下，进行水库水质的高效治理和精细

化管理尤为重要。新形势下，以国家法律法规为政

策导向，结合前沿科技，发动多方力量参与水库水

质治理，不断优 化 水 质 净 化 方 案，对 水 库 水 质 恢

复、水库生境改善、供水安全保障、水与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 2017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EB /OL］.

( 2018-11-16 ) http: / /www. mwr. gov. cn /sj / tjgb /szygb /201811 /

t20181116_ 1055003. html.

［2］ 吴世民，王芸 . 北京水史［M］.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3.

［3］ 郭敏杰 . 官厅水库建设与后续问题研究［D］. 石家庄: 河北

大学，2016.

［4］ 北京市官厅水库管理处 . 推进库区综合整治，提升水生态品

质［J］. 北京水务，2018( 5) : 2-3.

［5］ 段蕾 . 新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 1970 年代初官厅水库污染治

理的历史考察［J］. 河北学刊，2015( 5) : 61-65.

［6］ 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印发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

法的通知［Z］. 2013.

［7］ 国务院 . 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Z］. 2015.

［8］ 韩中华 . 北京市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特点及建议［J］. 北京水

务，2018( 3) : 46-49.

( 责任编辑 尹美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