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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没有在河渠整治和处理水体污染方面多作议论。
而且在这两个方面，包括绍兴在内的长三角以及江南的其他地区，做得确实很不够，河渠淤积和水体
污染还需要做许多工作和大量投入，务使北调的南水能够尽可能有较好的质量。
本文开头就说过，水是一种流动的液体，以长三角为例，此区范围内，任何一个地区的错失，都会影
响北调的水质。
所以，尽管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相对落后，但付出的代价其实已经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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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越文化与水环境泛论水文化与河流文明鉴湖水系与越地文明水·水科学·水文化水文化——越文化生
成发展的重要基因水利和海洋文化孕育中的越文化侗族水文化与古百越民族文化遗存闽越古村落水文
化意蕴水与中华区域文化——以吴越文化为例越地山水中的人文风貌陇右文化与越文化起源之研究—
—关于中国地域文化与环境因素的个案考察吴越地区的水神信仰大禹治水的文化母题意义浅谈绍兴与
水相关的神祗信仰谢灵运体论略——以谢诗中的“水”为例陆游的镜湖情缘山水神韵的谢氏家族山水
诗创作所凸显的江南水乡情调越地水环境与戏曲文化生态略论绍兴滩簧腔系演剧的复兴吴越水乡古城
“夹城作河”构造初识越国水利工程及其对宁绍平原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略论宋代鉴湖流域的市镇宋
代绍兴地区水旱灾害与赈济明清绍兴水利兴修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官民分责与南北分治：康乾时期
钱塘江南岸海塘的修筑略谈水环境的资源保护与整治措施论越地水乡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以绍兴
本土的传统知识、传统智慧为例绍兴城市水利的传承和发展对绍兴水文化建设之探索和传承论民俗对
于建设绍兴文化水乡的价值浙江省灾害链和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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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文化与河流文明　　葛剑雄　　我报告的题目是水文化和河流文明。
我们讲的水文化，是指人类或者是某一个人类的群体，以水为基础所产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相
应的思想观念。
正因为这样，水文化和其他类型的文化一样，应该分为三个方面，也就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
文化。
那么河流文明呢，应该是水文化中间一种特殊的、也是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文明的类型。
　　首先从物质层面讲。
自从人类产生以后，大概很早就知道水是人们息息不可离开的，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在人类发展
的过程中间，人们逐步认识到，水不仅是人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质，并且有不同的类型。
譬如说，人们已经认识到不同的水质、不同的水位，以及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场合所起的不同
作用。
那么到了现代科学产生以后，人就知道了水，它所存在的、所包含的不同的元素，以至以前不太重视
的微量元素，用它更好地解释水在人的生命过程中的作用。
同时，依载于水所产生的不仅有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基本的食物，还包括带有精神的、欣赏的意义
的，比如茶、酒、各种饮料以及各种特殊的饮品。
那么在生产上，恐怕人类最早只是利用自然界依托于水所产生的产品，包括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生物
，人类最早都曾经经过采集、狩猎、渔猎这样一些阶段，但等到人依靠自己的生产方式维持自己生存
的时候，农业、牧业、林业、采集业、渔业都离不开水。
比如我们南方在古籍中早就记载了这样一种生活的方式，所谓“饭稻鱼羹”，就主要依靠水稻农业，
把鱼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在靠海的地方，在中国早就把它确定为渔盐之利，除了渔业以外还看到了海水中所包含的盐的作用。
即使是游牧民族他们也离不开水，所以以前有一种“逐水草而居”的说法，因为他们游牧的地点是根
据水和草这些人类跟他们所饲养的牲口所必需的物质为转移的，所以游牧民族其实也是跟着水而行动
，这一点是全世界所普遍具有的。
水也提供了人类早期的、最原始的交通方式，因偶然性地随着水的漂流发明了船、产生了航运，从河
流进入海洋，从海洋进入大洋，属于这样一种方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也利用水把它作为一种
武器。
在中国，在春秋后期就有了“以邻为壑”这样一种说法，后来发展到以水代兵。
与此同时，人类也利用水来灌溉、航行、排灌，并且在治理河流的过程中，发展能够利用水治水。
比如从明清开始，治理黄河的方法“束水攻沙”，这种方法用到近年来小浪底水库，利用积淤的水量
去冲刷河道，那就是用水本身来治服水带来的危害。
利用水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利用水来克服水带来的祸害，逐步地做到从资源上、从物质上达到人和水的
一种和谐的关系。
　　其次是精神层面。
有一些物质享受，它本身离不开精神。
比如说茶、酒，对人来讲它绝对不是一种纯粹的物质享受，它也兼有精神的功能。
水本身的存在能使人类产生一种观念、产生联想，所以水是一种很重要的景观资源。
在《诗经》里，有“在水一方”这样的描述，在《楚辞》里，也提到“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这个时候的洞庭水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物质，而是在人们心目中的，是女神出现的这样一种环境
。
所以我们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不仅中国也包括世界各国，都留下了对各种水景观，如浅水瀑布、地
下水、浪的波涛这些各种的描述，以及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水环境里人的心态。
水，有的时候，给人带来希望，有的时候，成为一种阻隔人类之间来往的障碍，但更多的时候，人们
喜欢在水面前，抒发自己个人或者某一个群体、某一个民族的一种感情。
这种观念发展到能用水来隐喻各种人、各种群体的性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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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以前都说“仁者乐水，智者乐山”，在我们先民的观念中，山跟水，它所代表的文化类型是有很
大差别的，它所代表的人的性格也是有很明显的区别。
但是总的来讲，水会给人更多的联想、更多的智慧。
同时，水也被人们做其他方面的隐喻。
比如早在西汉的时候，有人就指出来，老百姓的口，就像水的口一样，你是不能随便堵的，堵的话就
会出大事，唐朝的政治家，也是用水来比喻百姓跟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讲到“水可载舟，水可覆舟”
。
我们都很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所以水作为一种观念，已渗透到各个方面。
我们中国传统，把龙作为一种象征，其实，龙也离不开水。
有些地方把山洪看作是蛟，到现在民间还广泛流传，把洪水跟龙的活动联系起来。
　　水的精神层面也反映着不同的信仰。
有的宗教，把水作为他们崇拜的对象，作为他们很多信念的来源。
我们民间的各种崇拜中，也包含了很多因为水所产生的神灵。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都保留着对早期洪水的记忆，因为这些记忆，才产生了对水的敬畏。
传说中，有水母、水神，有河婆、河神。
我们中国早就把四条著名的河流定为“四渎”，并且因此产生了对四渎、对河神的崇拜。
清朝皇帝曾经不止一次派人去勘探黄河的正源，但他们并不是为了科学考察，而是希望找到真正的黄
河源头。
因为当时人的观念，认为河神是住在河源的，以前之所以黄河不能够安然，是因为没有找到正源，人
们对河神的祈祷，对它的崇敬，它还不知道。
尽管我们今天看来只是一种迷信，但实际上它起的作用还不小，它约束着人们对河流保持起码的敬畏
，不要随心所欲地去改变。
正因为这样，汉武帝作为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当他听到一个齐国人跟他建议，应该打开黄河的上游
，把水引到蒙古高原，可淹没匈奴，中国也不再受黄河洪水泛滥的威胁。
汉武帝尽管心里很赞扬他的大胆，但还是认为河流是神规定的，最好还是不要随便地变动它。
这种观念，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对自然的敬畏也是我们人类文化遗产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同时也
是一种对河神的信仰崇拜。
由此发展，又发展到对海洋的崇拜。
中国闽台一带盛行的对妈祖的崇拜，最早也是出于保佑海上航行平安的愿望。
在早期希腊罗马时代，我们看到当时留下的一些遗物，上面都有女神、海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西方的船头都要放上女神。
有一次在智利已故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聂鲁达的故居里，我就看到他收集了各种各样的在船头上的海神
。
这样一种崇拜，反映了他们当时对海洋、对水的一种认识。
　　第三方面是制度文明。
由于人类作为群体，它跟水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水源充沛的地方，还是水源紧缺的地方，都有一个
如何来管理的问题。
在人类早期就已经产生了相应的规范，即自己这个群体中个体对水的利用方式以及他们所应该分配到
的份额。
我曾经在北非，在利比亚的古代美斯和托尼斯的南部撒哈拉沙漠地方看到不同的管理水的方法。
比如有一个村，他们规定每天早上分配生活用水，是由专人来管理的。
他必须把手放在古兰经上宣誓，然后才开始分配，以显示他的公正。
古代美斯还保留着古老的水房，那一定要有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看着前面的流水，由他把不同草标放
在里面，决定这个水流入每家院子的时间和分量。
在我们中国，到现在为止，在山西、河南等许多地方，特别是比较缺水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
刻在碑上的水则，用来规范用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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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家谱里都有管理水的记载，更不要说为了涵养水库。
尽管当时是用“封水”的名称出现的，规定那些在封水地区绝对不可以砍伐的山林，包括灌溉工程的
维护以及包括在缺水时期水的供应。
浙江塔山堰还有很多古代有名的水利工程，都有它管理的功能。
在世界层面我们看到一些缺水的国家，它对水的管理也是非常先进。
比如以色列全国整个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区，但由于全国系统性地进行了水的管理，所以它现在完全
可以充分地保证居民的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
每年可以出口花卉、水果、蔬菜，现在发展到出口水管理技术以及节水的工具。
在历史上，很多文明，是把水作为自己的基础的。
事实也证明，有些文明的消失可能表面上看是其他天灾人祸，但是起根本作用的还是水。
我们知道撒哈拉沙漠在一万多年以前，它的很多地方都还是农田以及人类生存的乐园，到现在我们还
可以在撒哈拉沙漠中找到古代的商道和古代的建筑。
我曾经在苏丹的北部沙漠里走了几天，就看到了不少罗马时代留下来的古建筑，有的虽然已经风烛残
年，但还显示出当年的辉煌，而现在这些都已经列进世界文化遗产了。
我们中国历史上大家一再争论不休的楼兰古城，它消亡的真正原因，我想其实最基本的还是水，是因
为河流改道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水源的断竭，才最终导致了它的覆灭。
如果仅仅是战乱或者外族入侵的话，只要这个地方适合人生存，那么它总是能够恢复的，而只有水的
断竭才造成了它的万劫不复。
这些都值得我们作深人研究。
跟丰富的水文化相比，我们现有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觉得我们这次会议的召开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水文化是普遍存在的，作为它集中的反映，或者说它最高的方式，我认为应该是河流文明。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真正对人类特别是古代的文明产生重要作用的，都是依托于大江大河。
河流不仅提供了人类生产、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且它把分散发展的文明汇成一个总体，并且依托这些
河流所拥有的特殊条件，把它提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比如我们中国，尽管我们的文明像满天星斗，产生在祖国大地的东南西北，但在早期起非常重要作用
的，还是黄河流域。
因为黄河跟黄土高原造成了大片的以黄土结构构成的冲积平原，它为华夏诸族的聚会和发展奠定了基
础。
又比如说埃及的尼罗河，我曾经从下游一直追溯到在埃塞俄比亚的尼罗河的源头，我看到它沿途大多
数地方都是沙漠，而它的河床基本上是花岗石的结构。
从航行的角度来讲，它非常的平缓，但是它的周围很难发展。
但由于它巨大的水量，带来了上游的泥沙，富有营养的泥沙，所以每年它的泛滥为古埃及人的发展提
供了很好的条件。
所以到现在为止，古埃及90％的人口还生活在尼罗河三角洲，这就奠定了埃及的文明。
其他的大江大河，包括两河流域基本上都具有这样的条件。
大江大河还提供了人们交流的条件，所以整个流域各种不同的亚文明，最后都能够汇集起来形成一个
整体，并且通过它，连接到海洋，连接到世界各地。
在这一点上应该承认地中海周围的河流文明得天独厚，因为它通过地中海，达到了相互之间交流、融
合的作用。
而像恒河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由于外面的海洋离其他文明的距离过远，在历史时期往往很难
达到这样的作用。
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拥有黄河、长江这样世界级的河流，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外的
交流主要还是通过陆路而不是海路。
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以水文化为基础，逐步扩大、逐步地深人。
也正因为这样，我想我愿意跟各位共同努力，大家一起，把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做好。
我认为绍兴这一带，在水治理、水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有超过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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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
那么，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有利形势下，我想我们的水文化研究不仅应该为我们研究历史、追溯以
往，更应该为我们向往未来做出应有的贡献。
　　鉴湖水系与越地文明　　王 建华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
自从有了人类，有了人与水之间的活动，就有了文明的律动。
管子说：“水为万物本原”，这不仅仅是中国先哲的至理名言，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古希腊自
然哲学家泰勒斯也曾提出过“水是万物的始基”的著名命题。
作为自然的元素的水，似乎从一开始便与人类生活乃至文明史形成了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事实上也
如此。
世界上凡是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古国，大都与江河水域有着渊源关系。
西亚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古巴比伦文明。
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尼罗河，孕育了北非灿烂的古埃及文明。
印度的古文明产生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
中国的古代文明则与黄河、长江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水也影响、制约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
　　一　　越文化发生于长江下游，被视为长江文明的有机组成，它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从区域
文化宏观研究角度来看，需要与长江文明联系起来考虑；若具体到越文化发生形成的历史背景，则须
与越地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地理自然环境相维系了。
无论是史前还是历史时期，越地的文明史总是与水的治理史息息相关。
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绕不开关于水的话题。
一部越地文明史，从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如何与水环境共存并协调发展的历史。
　　古越先民生活在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一带，亚热带温暖的气候，充足的雨量，丘陵和平原交错的
地理环境，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
因此，在史前的古越大地上，较早地绽露出人类文明的曙光。
浦阳江流域、曹娥江流域、姚江流域和钱塘江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我们的先民在这里曾创造了
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明，这个地区不仅有着完善的史前文化遗址，如浦阳江上游的上山遗址，曹娥江
上游的小黄山遗址，浦阳江下游的跨湖桥遗址，姚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而且还创造了与环境相一致
的地域文化特征。
　　从浦阳江上游的上山遗址，人们发现亚洲最早的栽培稻遗存等实物，证实了长江下游地区的越地
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
上山遗址年代大约距今为约1 1000-9000年之间，年代相当古老，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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