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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印度维萨卡帕特南
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74届执
行理事会上，2023 年 （第十批）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公布，中
国山西霍泉灌溉工程、湖北崇阳
县白霓古堰、江苏洪泽古灌区、
安徽七门堰调蓄灌溉系统成功入
选，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数
量由此达到34项。

今年同批入选的还有来自印
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日
本、泰国、土耳其等国的15个项
目，目前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
为159项，分布在亚洲、欧洲、非
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18个国家。

“南海Ⅰ号”转入
全面保护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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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
利史研究所所长助理、水利遗产保护重点
实验室主任，水利遗产保护与研究国家文
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水利史、水文化、水利遗
产保护）

据新华社电（记者邓瑞璇） 记者从广东海
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了解到，“南海Ⅰ号”沉船总
体保护项目日前启动，标志着“南海Ⅰ号”全
面保护发掘工作开展十周年之际，重心转入全
面保护、研究阐释、活化利用、展览展示、学
术交流新阶段。

今年 8 月，考古人员全面完成了“南海Ⅰ
号”船舱文物提取工作。出水文物总数超过
18 万 件，包括各类陶瓷，金、银、铜、铁、
铅、锡等金属器，竹木漆器、人类骨骼、海洋
生物和其他陆生动植物等遗存，以及朱砂、玻
璃等其他材料标本。其中瓷器最为大宗，囊括
了当时大多数外销瓷窑址的产品，主要包括产
自江西、福建和浙江以及广东窑口的陶瓷产
品。铁质凝结物总重量超过130吨。

“船体轮廓的数字采集工作，为下一步船体
永久支护胎架的制作提供了关键性数据。”“南
海Ⅰ号”保护发掘项目现场指挥部总指挥、广
东省文物局局长龙家有在项目启动活动上介
绍，“目前，全面考古整理和发掘报告的编写工
作也正式列入日程，船体和各类考古出水文物
在完成信息采集录入后也逐步向广东海丝馆进
行移交。”

海洋出水木质沉船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
题。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大民介
绍，“南海Ⅰ号”沉船即将进入船体及出水文物
的长期保护、研究与修复过程，处于承上启下
的关键阶段，船体以及出水文物病害还未根
除，在未来几年里，要努力完成船体硫铁化合
物和可溶盐的有效脱除、填充加固、脱水定型
及复原安装等工作，并继续开展各类出水文物
的深度清理、完全脱盐和保护修复工作，才能
最终实现“南海Ⅰ号”船体和出水文物的长
久、安全保存。

当天，考古队向广东海丝馆移交了船体。
据了解，在完成当前“南海Ⅰ号”长期支护建
设后，明年将拆除陪伴船体多年的沉箱，让公
众更近距离一睹船体真容。

国家文物局于 2013 年 11 月启动“南海Ⅰ
号”全面保护发掘工作。10年来，“南海Ⅰ号”
考古遵循“整体打捞、原址保护、就地展示”
原则，打造了中国水下考古的行业标杆，为世
界水下文化遗产的沉船总体保护提供了中国方
案。“南海Ⅰ号”考古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史料，向 21 世纪的世界展示了 800 年前国际海
洋贸易的生动画卷。

中国园林文化绵延数千年，传承了诗意栖
居的营建智慧，塑造了“天人和谐”的人居环
境范式，形成了自然意趣与人文精神深度融合
的民族审美。

在当前千余项世界遗产中，园林或为遗产
本身，或为遗产载体。在已公布的 5000余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不少与园林直接或间
接相关，它们以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公共风
景区等形式存于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在笔
者看来，中国园林突出价值体现在4方面，即天
人之道、营建之法、艺术之美与时空之证。

“天人之道”是对“道法自然、天人合
一”传统自然观的凝练。中国园林经历了从模
山范水到寄情山水，从再现自然到象外写意的
发展历程，传递出“象天法地”的朴素自然观
与“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

中国园林的“营建之法”表现为空间理法
与建造技艺的融糅。随着人居模式的不断演替
与发展，这种融汇“法”与“技”大成的营造
智慧，塑造了以自然雅朴的江南园林为代表的

“步移景异，别有洞天”的宅园空间等。
中国园林的“艺术之美”，融注了建筑、

书画、诗词、音乐等，是自然之美、人工之
美、意境之美的集大成者，立于空间和造型
艺术上的园林美学，彰显了独特的文化意识
与审美理想。

“时空之证”是指园林承载了重大历史事
件、活动和特定时空的社会行为，具有珍贵的
历史见证价值。比如，清代的承德避暑山庄，
展现了土尔扈特部东归等一幅幅历史画卷。

中国园林凝聚了中华民族对自然与生命的
信仰追求、美学理想和情感寄托，记录了世界
历史长河中光辉璀璨的文明篇章。发掘中国园
林文化精神和内涵，保护传统造园技术和艺
术，传承人居环境营建理念和智慧，是赓续文
化薪火的应有之义。如何答好园林遗产的活化
利用与可持续发展这道题，更值得我们关注和
期待。

●4项新增各具特色

今年中国入选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各
具特色。

霍泉灌溉工程位于山西省洪洞县，是
中国首个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引泉自
流灌溉工程，在其历史上形成并持续沿用
严格的灌溉用水分配管理制度，称作“霍
泉水法”，并被其他灌区参照制定“霍例水
法”，遗存了独具特色的分水工程设施和
丰富的用水管理制度，有非常高的研究和
传承价值。

湖北崇阳县白霓古堰的引水砌石堰坝
独具地方特色，是建造在河床基岩上横截
河道的“矩形”断面直线型浆砌石堰坝，
其中石枧堰长 272 米、高 5 米左右，远陂
堰长 108 米、高约 4-5 米，这种结构型式
相对常见的“梯形”断面对建造工艺要求
更高，在古代大型拦河堰坝建设中并不常
见。在堰体中部的基岩面上设有高约 2
米、宽约 1.5 米的底孔，底孔春闭秋开，
发挥冲砂泄洪作用，独具特色。

安徽舒城的七门堰历史悠久，始建于
汉高祖七年，历代多次大修，《汉书》《三
国志》 等文献中均有记载。七门堰从杭埠
河引水，灌溉工程体系引、蓄、灌、排
兼备，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因地制
宜地规划布局渠系、调蓄陂塘，扩大灌
溉效益，现在已成为淠史航灌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

江苏淮安洪泽古灌区以洪泽湖为水
源，灌溉东部48万多亩农田。洪泽湖大堤
古称“高家堰”，是中国古代人工修建的
蓄水堰坝，是明清“蓄清刷黄”的核心工
程、治黄保漕的关键设施，也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洪泽湖形成之前区域先后
有破釜塘、白水塘等小型蓄水灌溉工程，
明清洪泽湖大堤上的泄洪闸坝涵洞及渠系
兼有农田灌排效益。

●历史科技文化价值突出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自 2014 年设立以
来，至今已到第十个年头，中国每年都有
2-4 个项目入选。总体来看，中国入选的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多样性和代表性是
最为突出的特点。

由于受东亚季风气候控制，中国绝大
部分地区的农业发展都需要灌溉工程来调
节水资源的时空分配。中国地域广阔，不

同地区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条件差异很
大，传统灌溉工程有着显著的多样性，从
广袤的平原盆地到滨海滨湖滨河地带，再
到丘陵高山、低洼沼泽，农业区域不断拓
展、灌溉工程建设不断发展、灌溉工程技
术不断创新。

目前入选的项目工程类型十分丰富，
基本涵盖了大多数传统灌溉工程类型，整
体有较强的代表性。比如，四川都江堰无
坝引水灌溉工程、浙江诸暨桔槔提水井灌
工程、山西洪洞霍泉自流灌溉工程、广东
桑园围基围挡潮灌溉工程、福建木兰陂滨
海河流拒咸蓄淡工程、安徽芍陂大型蓄水
灌溉工程等，都是对应类型灌溉工程的典
型代表。

除了已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
工程之外，还有不少非常有代表性和典型
性的古代灌溉工程正在申遗的路上，比如
新疆吐鲁番的坎儿井、重庆秀山的巨丰
堰、浙江浦江的水仓等。据我们前些年的
调查统计，全国各地的灌溉工程遗产至少
有 400 多项。这些遗产工程的规划设计往
往因地制宜、不拘泥定式，能够较好地处
理工程建设与自然环境社会需求之间的关
系，成为我们挖掘研究传统灌溉科学经验

和治水智慧、为现代水利建设发展提供参
考借鉴的直观范例。

总体来看，我国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
样，历史、科技、文化价值十分突出、内
涵底蕴特别深厚。灌溉发展是“兴水利”
最主要和最基础的方面之一，在水利遗产
中，灌溉工程遗产也是分布广泛、类型丰
富的一类。

中国是农业古国、大国，在中华文明
发展历程中，灌溉工程持续建设并支撑农
业经济的发展，很多灌溉工程持续运用数
百、上千年，随着水利工程科技与管理水
平的不断提升，灌溉农业拓展到越来越
广、条件越来越复杂的地区。这些灌溉工
程遗产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
艰苦奋斗的精神。

●传承弘扬灌溉文化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项目的申报，极
大地带动和促进了中国水利行业及全社
会对水利史、水利遗产和水利文化的关
注和了解。

2021年，水利部正式启动国家水利遗
产的认定工作，部分地区也启动或正在筹

备设立省级水利遗产或水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灌溉工程遗产和其他水利遗产的挖
掘、认定和保护利用工作目前到了一个快
速发展期。

值得关注的是，灌溉工程遗产都是
“活着”的遗产，有着突出的发展性、在
用性、系统性、复杂性，对它们的保护应
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策略、原则和措施，坚
持“可持续保护”理念，延续灌溉水利生
命、保护工程安全和历史遗存，传承弘扬
灌溉文化。

我与团队在近年持续开展灌溉工程
遗产保护相关工作的过程中，越来越强
烈地感受到专业研究对相关具体工作支
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比如，判断一项古
代水利工程是否属于灌溉工程遗产、调查
确立一项灌溉工程遗产的具体构成体系、
考证认定遗产的始建及遗存年代、科学评
估一项遗产现状好不好和价值高不高，
以及科学编制遗产保护利用规划、制定
保护管理制度、实施遗产工程岁修、开
展遗产文化展陈和科普教育等，都需要
专业的理论和技术研究提供科学支撑，
评判相关工作做得对不对、好不好更需
要有统一和科学的专业标准。不论是行
业 主 管 部 门 领 导 、 参 与 有 关 评 审 的 专
家，还是具体承担规划设计咨询等技术
工作的机构和团队，若缺乏深入基础研
究的支撑，没有对遗产基本认知、关键
指标与标准、保护发展原则目标等相关
基本问题的科学把握，不仅会影响灌溉
工程遗产保护事业的科学和有序发展，
更 有 可 能 造 成 相 关 遗 产 不 可 恢 复 的 破
坏。随着包括灌溉工程遗产在内的水利
遗产保护工作迎来前所未有的热潮，专
业性、科学性的问题愈加凸显，基础研
究的支撑愈加紧迫。

虽然近年来学术界对水利遗产、灌
溉工程遗产保护的关注度有所提升，但
与申报和保护利用工作快速推进的热度
相 比 ， 目 前 相 关 的 学 术 研 究 不 足 且 滞
后。具体而言，水利遗产的研究体系尚
未成型，开展研究的机构和学者群体、
发表的论文均不多，其整体表现出的学
术 性 、 系 统 性 、 专 业 性 都 还 有 提 升 潜
力，基础研究距离能够有力支撑保护工
作仍有一定差距。

若以 10 年为一个发展阶段，自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设立以来的第一个 10 年可
以看做是开拓事业、扩大影响、建立机
制、积累经验、总结问题的阶段，目前
已取得阶段性的显著发展成效和相当的
案例与工作经验积累。下一个 10 年，应
大力推进深化基础研究，提升专业支撑
能力和水平，系统开展灌溉工程遗产及
其保护的理论探讨和技术体系构建，为
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发展奠定可靠的研究
基础。

科学保护“活着”的遗产
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达34项

李云鹏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自
201 4 年设立，旨在梳理世界灌
溉文明发展脉络、促进灌溉工程
遗产保护，总结传统灌溉工程治
水智慧，为可持续灌溉发展提供
历史经验和启示。

国际灌排委员会成立于1950
年，是以国际灌溉、排水及防洪
前沿科技交流及应用推广为宗旨
的专业类国际组织，成员包括
91 个国家和地区委员会，覆盖
了全球90%以上的灌溉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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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霓古堰位于湖北省白霓古堰位于湖北省崇阳县崇阳县，，包括石枧堰和远包括石枧堰和远
陂堰两座古堰陂堰两座古堰。。白霓古堰是我国丘陵山区塘堰灌溉白霓古堰是我国丘陵山区塘堰灌溉
工程的代表工程的代表，，也是古代大规模砌石结构水利工程的也是古代大规模砌石结构水利工程的
典型代表典型代表。。图为村民行走在白霓古堰上图为村民行走在白霓古堰上。。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伍志尊摄摄

灌溉工程的建设是文明发
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之一。各
个历史时期的重大灌溉工程，
往往奠定了当时一地乃至一国
的经济发展基础。最典型的如
都江堰、郑国渠，与灵渠一同
被誉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

悠久的灌溉发展史，还衍
生出丰富而独特的区域文化。
此外，能够见证灌溉工程历史
的古代水利管理建筑、庙宇等
纪念性建筑，相关历史文献、碑
刻、档案，工程所承载的传统水
利科学技术、民俗节庆……这
些都是灌溉工程遗产的组成部
分，共同展现了其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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