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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外许多国家在水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经形成自身颇具特色的保护机制，其中相对完备的主要是美国、法国、英

国、加拿大等主要发达国家；国内近几年在古代水利工程的保护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本文重点
探究国内外经过长期实践积累下来的颇具特色的水文化遗产保护方法和模式，期望能为江西省在用古代水利工程的保护

研究工作提供借鉴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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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与积累，国外在水文化遗产

保护方面已经形成颇具特色的保护机制，其中相对完

备的主要是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近几

年，国内在古代水利工程的保护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

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古代水利

工程的保护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学习并借鉴其成功经

验，以期推动江西省在用古代水利工程保护工作的可

持续发展。

1 国外古代水利工程的保护机制与方法

欧洲国家的古代水利工程保护工作起步早、研究

细。尤其是法国、英国、加拿大等拥有世界遗产数量相

对较多的国家，在运河保护方面推行了许多相关的政

策、法律和管理方法，都可作为江西省古代水利工程保

护工作的学习对象。

相对于欧洲各国，美国的历史虽相对较短，但对历

史与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却更大。在其保护的过程中，

形成了许多完备的保护机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

美国国家遗产廊道管理模式和美国垦务局文化资源管

理模式。这两种保护模式可为江西省古代水利工程的

保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1.1 运河类遗产的保护与管理[1-5]

1.1.1 法国米迪运河

法国米迪运河的管理组织主要分为国家和地方两

个层面。国家层面负责的组织机构主要是法国航道管

理局和国土设施交通整治部。前者主要负责运河相关

法规的实施、运河及其相关设施的维护以及运河沿线

的开发和建设等；后者主要负责运河的监督与水上交通

管理等工作。地方层面负责的组织机构主要是图卢兹

大区航道管理局。法国大区政府主要提供运河的修缮

经费，并不对运河进行直接的管理；运河的遗址和景观

主要是由大区环境管理局进行管理，其中涉及的历史文

物则列入大区文化管理局编制的《世界遗产名录》中。

政策法规方面，制定了《法国公共水域及运河条

例》对米迪运河进行保护。1966年米迪运河申遗成功
后，还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相应的管理章程，如《米迪运

河遗产管理手册》、《米迪运河景观建设规章》等等，这

些章程对米迪运河的各类遗产的现状、遗产的管理、保

护的重点、保护的措施、如何划分保护区均进行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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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和规定，使米迪运河的管理与保护更加有章可

循和有法可依。

1.1.2 英国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与运河

英国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与运河建于 1795年，全
长 18km，于 2009年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由于其对
英国的产业革命及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具有

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独特的工程技术价值，伴随着

后期保护过程中进行的自然环境开发，使其成为了目

前英国重要的旅游集散地之一。英国政府针对庞特基

西斯特水道桥与运河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并将其

分为保护核心区与缓冲区两个部分来区别保护。为了

对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与运河进行更加有效、规范的

管理及保护，2007年编制了《庞特基西斯特水道桥与运
河管理规划》。

1.1.3 加拿大里多运河

加拿大里多运河于 1832年建成，全长 202km，沿
线共有 47个石建水闸和 53个水坝等水工建筑物，被
誉为 19世纪工程技术的奇迹之一。2007年，里多运河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了世界遗产的称号。里多运

河在多年的管理与保护中形成自己独有的景观廊道策

略，并通过多种途径推动里多运河的保护与发展，譬

如：会议、论坛与讨论等。加拿大政府为了更好的保护

与发展里多运河，设立了从政府到个人的多层次的运

河保护管理机构（加拿大公园管理局、各级政府、相关

团体组织等），共同合作以确保里多运河遗产保护的有

效性。加拿大政府编制了《里多运河管理规划》，对规划

原则、遗产保护、生态管理、滨水土地开发利用等方面

均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其目的是为了确保遗产的完整

性，建立里多运河的长期保护管理体系，制定遗产保护

法律体系并指导公众合理使用。

1.2 美国国家遗产廊道管理模式[6-13]

美国国家遗产廊道是一种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

的线性景观。这种管理模式主要参考了绿道模式、国

家公园等概念，重点强调了协作保护思想等因素。廊

道设有经济中心，改善廊道历史建筑的周边环境，增

加娱乐设施，以发展整个廊道的旅游业。其优点在于

保护的过程中突出强调了对廊道历史文化价值的整体

认识，利用廊道内的遗产达到了复兴经济的目的，并

同时解决了景观趋同、社区认同感消失、经济衰退等

相关问题。

美国国家遗产廊道的管理模式采用联邦委员会的

形式，委员会由国会立法授权成立，委员会的成员有：

国家公园管理局、州地方政府机构、公民个体、非营利

组织、企业单位等等。其核心管理单位为国家公园管理

局，其他机构组织为其合作伙伴。美国国家遗产廊道的

保护资金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美国政府每年大约划

拨约 100万美元，主要用于廊道内资源保护与基础设施
改善；二是国家公园管理局会制定相关的保护发展方案

（提供前景构思、计划制定、拨款申请、资源保护、休闲开

发、廊道解说以及相关认证方面的技术指导等），向合作

伙伴争取相应的匹配保护资金。这种方式可以为美国政

府减轻自身负担，争取多种保护资金来源。另外，美国政

府为遗产廊道的保护设立了专门法，主要分为遗产廊道

一般法和遗产廊道授权法两类。其中，遗产廊道一般法

主要是为遗产廊道类项目保护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如

《国家遗产区域政策法》等；而遗产廊道授权法则是为某

个具体的遗产廊道所专立的法，通常每一个通过国会指

定的遗产廊道都会有一部授权法。

1.3 美国垦务局文化资源管理模式[14-16]

美国垦务局于 1974年设立了文化资源管理项目，
主要对其辖区内的文化资源如考古遗址和具有历史价

值的水利工程、建筑物、景观和物件等进行保护和管

理。它的保护管理理念主要是“保护我们的过去”和“提

升我们的过去”两种，并围绕这两种保护理念开展了大

量的工作。

1.3.1 保护我们的过去
通过调查、登记和建档等工作，对辖区内的文化资

源（主要包括水利工程、建筑物和考古遗址等）进行认

定和登录。从 1961年开始，垦务局陆续将辖区内具有
重大意义的 52项文化资源列入国家史迹名录，其中 7
项列入国家历史地标，如：著名的胡佛大坝、大古力大

坝、沙斯塔大坝以及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灌溉系统等。

依据其特性和要求，对辖区内不同类别的文化资源采

取不同的保护方式。设立独立的博物馆，收藏辖区内相

关的文物及其相关记录、有关图片和物品等，展示其取

得的重大成就和过程中战胜的困难，记述了垦务局的

整个发展历程。

1.3.2 提升我们的过去

美国垦务局一直都坚持向公众开放其辖区内具有

历史价值的水利工程和建筑物。“9·11”事件后，出于安
全考虑，垦务局将一些大坝和发电厂等涉及公共安全的

重要建筑物纳入“禁止进入”区域。为了让公众对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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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水利建设历程有更好的了解，垦务局在一些水利

工程所在地修建游客中心，并设立小的博物馆或展示

中心，通过这些方式来让公众更好了解这些水利工程

的建设历程、技术成果以及其周边的区域自然环境、相

关历史和文化等。譬如：在胡佛大坝可看到有关胡佛大

坝和米德湖建设历程的静态和动态的展示；在怀俄明州

的水牛比尔坝西部停车场，可以看到大坝修建时曾经

用过的针型阀、球阀和索道绞车等；在自水牛比尔坝至

迪弗水库的肖松尼灌溉工程自由行线路中，沿途设有

多种展示设施，用来讲述该灌溉工程的历史意义。并

且，垦务局还与州立史迹保护处合作，开展一些野外活

动，鼓励公众参与文化资源的保护与监测等工作。公众

也可对垦务局拟建工程对文化资源的影响加以评论。

2 国内古代水利工程的保护机制与方法[17-35]

我国地域辽阔，古代水利工程分布十分广泛，不同

地域的水利工程呈现出形态多样的工程形式，从西北

的坎儿井到中原地区的陂塘，从西南的堰坝到东南的

海塘，无不各具特色又因地制宜，种类之丰富为世界所

罕有。这些不同区域的古代水利工程，最早的距今已有

2600多年历史，其中许多古代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
作用，且效益十分显著。这些古代水利工程屹立千年而

不衰，除了工程本身的科学技术价值，更与工程的管理

保护机制息息相关。

2.1 水利工程古代保护机制与方法

许多古代水利工程都是历经了各朝各代，一直沿

用至今，这与其所处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良好保护管理

制度息息相关。

2.1.1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工程设计理念

不同于其他工程，水利工程是为解决实际问题，造

福一方百姓而存在。为了适应不同时期的功能需求及

解决实际中出现的问题，这些水利工程在运行过程中

不断地完善其工程设计理念，修正其设计方案，才使得

工程效益能够长久的发挥。对水利工程最好的保护就

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工程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

古人对于水利工程的保护就是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中，不断地对其进行改进，同时，根据时代发展中人们

的实际需求，不断完善工程设计理念和设计工艺，这是

一种发展式的保护，是与时俱进的保护。

2.1.2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

古代水利工程能世世代代的发挥作用除了与科学

设计理念息息相关，还与管理过程中制定相关的保护

法律法规是分不开的。本文对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进

行了整理，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类：淤适用于全国的农田
水利法规，如唐代的《水部式》；于全国性行政法规，如
《农田水利法》、《井田沟洫》等；盂专门针对防洪问题的
法规，如《河防令》等；榆专门针对某一处水利工程而设
立法规，如《通济堰规》等等。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

国，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均制定了农田水利

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这些水利方面的法律法规及相

关保护制度促进了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是水利活

动经验传承的产物。

2.1.3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管理模式

除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外，古代水利工程在其运行

过程中还摸索出了许多符合当时社会背景的管理模

式。古代水利工程能够沿用至今离不开可靠的管理模

式，是工程沿用至今的根本保障。在古代，无论是处于

哪一个时期，地方民众都是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及管

理的主角。一些大型的水利设施采取的是“官督民办”

或“官方与地方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而众多小型的水

利工程，从修建到日常维护管理等方面，均以当地受益

民众为主体。这些管理模式都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

产物。多年的管理和维护经验逐步形成了一部从民意

出发，最大程度上对水利工程进行保护的管理体制。

2.2 水利工程现代保护机制与方法

古代水利工程传承至今，在继承其科学设计理念

和管理经验的同时，应该结合现代的实际，寻求适合

的、科学的、符合当下的保护机制和方法。

2.2.1 继承优秀的设计理念，在保护中不断发展

现代的水利工作者在深入剖析研究古代水利工程

蕴含的技术精髓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运用现有的科学

技术对古代水利工程进行完善。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

手段和新的建筑材料，在继承古代水利工程设计理念

的基础上，适当的对古代水利工程进行加固维护和改

扩建，使得这些古代水利工程发挥了更大的工程效益。

2.2.2 提高公众意识，制订相应保护规划

近年来，我国在水利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陆续出台

了相应的保护规划，许多在用古代水利工程和水利遗

产均加大了保护力度，其保护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

同。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改再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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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2009年，水利部规划计划
司下发了《关于在用古代水利工程与水利遗产保护规

划任务书的批复》。这些国家层面保护规划的实施，进

一步推动了我国水利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整体开展。

另一方面，针对一些影响较大的在用古代水利工程，如

通济堰、都江堰、大运河和清口枢纽等，国家也开展了

一些有针对性的保护规划工作。这些单个工程的保护

规划均结合了其自身独有的特点制定，对制定我省在

用古代水利工程的保护规划有非常值得借鉴的地方。

在制定相应保护规划时，我们不仅应该要和我国

水利遗产方面的相关规划进行结合，还应和当地城市

发展规划进行结合，统筹考虑。在提高工程保护的可靠

性的同时，促进水利遗产工程与周边区域协同发展，使

其焕发新的生机。

2.2.3 多元化保护方式，积极申遗
近年来，在用古代水利工程和水利遗产的保护和

利用工作已经越来越得到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重

视，并且也引起了文物部门的关注。申遗和入选文物保

护单位是水利行业外的主要保护方式，可让在用古代

水利工程和水利遗产争取到更多途径的资金投入，用

于水利遗产的保护和有效利用工作。除此之外，还可以

探寻其他的途径，形成多元化的保护方式。

2.2.4 探寻适宜的管理模式及方法

与一般的现代水利工程和其他行业的文化遗产不

同，古代在用水利工程具有其特有的特点———在用的、

活着的文化遗产，它的管理和保护应综合考虑历史价

值与使用功能相结合，将保护和利用效益相结合，使其

能长久永续地发挥效益。

目前，古代水利工程的管理主要涉及两个部门：水

利部门和文物部门。水利部门对在用古代水利工程的

管理中，常常会存在“重使用，轻保护”的现象，使得许

多在用古代水利工程得不到科学的保护。另一方面，由

于缺乏在用古代水利工程修复和改扩建方面的相关标

准和规范，导致许多有价值的在用古代水利工程难以

得到真正的保护。文物部门的本职工作是保护文物，在

国家法律方面出台了相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在行业内部也制定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规

程规范以及条例等，在制度方面相对比较完善。它对文

物的保护，主要强调的是对文物的修缮、保养和迁移

等。保护的主要原则是“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

则”，这种保护的原则在对文物的保护上是有利的，但

对于文物的开发利用方面就容易受到限制。古代水利

工程方面的保护，尤其是在用古代工程，如果照搬照抄

文物部门的保护模式的话，就很可能会导致许多在用

古代水利工程因无法按照其要求进行修缮而由“活遗

产”变成了“死遗产”。因此，如何在现状情况下，为具有

重要水文化价值的水利遗产探寻适合的管理模式和方

法显得格外重要。

3 结 语

江西省自古以来就享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水资

源丰富，水利工程发达，种类繁多，历朝历代修筑的水

利工程众多。古代水利工程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

的结晶，开创了江西省水利文化的先河，见证了江西省

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程。尤其是在用古

代水利工程，留存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综合效益，作为

一种能够延续水文化的文脉，为现代水利提供借鉴，并

且现状仍在发挥效益的文化遗产，对其进行有效保护

是水利部门和水利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重点

探究国内外经过长期实践积累下来的颇具特色的水文

化遗产保护方法和模式，期望能为我省在用古代水利

工程的保护研究工作提供借鉴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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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ancien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t home and abroad

WANG Jiao1，2，LIU Ying1，YU Hui1，2，XIONG Wei1，2

（1. Jiangxi Institute of Water Sciences，Nanchang 330029，China；
2. Jiangxi Provincial Research Center on Hydraulic Structures，Nanchang 330029，China）

Abstract：Many foreign countries have formed their own unique protection mechanisms in the protection of water
cultural heritage，among which the relatively complete ones are mainly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Britain，Canada and so on. In recent years，a lot of work has been done in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and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chieve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ethods and
modes of water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ccumulated through long -term practice at home and abroad，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protection research of ancien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our province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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