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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
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
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
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围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
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围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
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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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的地域范围主要局限在浙江省境内的钱塘江流域：研究的时间范围上至浦江上山遗址文明时
期，下迄民国时期，大约10000年的历史。
该研究从钱塘江流域水利开发的起源分析入手，运用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水利学等多学科的理
论为指导，分析了钱塘江流域历史时期水利开发的进展及其特点，阐述了该地区历史时期主要水利工
程及其水利工程技术．探讨了该地区部分历史时期水利开发管理的经验及其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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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钱塘江下游流域地区的沿江沿海岸线的海塘建筑情况，史籍记载还是比较疏缺，
根据当时的农业生产及水利建设的发展状况推测，估计到了唐代，平原沿海当时岸线所在，尤其是钱
塘江河口南岸萧绍平原北部沿海岸线已普遍修筑起海塘。
从唐开元经历五代到宋朝，海塘或增修，或加固，修筑规模越来越大，质量也越来越高。
最初的海塘多以防止高潮泛滥为目的，因此一般都建在平均高潮位以上的后海滨地区，塘身低薄，高
仅1-2米，且为土塘。
五代以后，渐次注意防止海岸崩坍和滩地防护，并开始出现编竹笼装石维持海岸，大木贯击人土保护
塘脚等筑塘的改进措施。
到宋代，更认为土塘易受侵蚀，竹笼亦年久易腐，乃于险工之处以条石叠砌，开始采用石塘抵御潮水
冲击。
嘉靖《余姚县志》载：“宋庆历七年，县令谢景初自云柯达上林为堤二万八千尺，其后有牛秘丞者，
又尝为石堤⋯⋯庆元二年，县令施宿乃自上林而兰风又为堤四万二千尺，其中石堤五千七百尺。
”又，嘉靖《宁波府志》载：“宋淳熙十六年，请于朝效钱塘例，叠石口塘岸六百二丈五尺，东南起
招宝山，西北抵东管、二都沙碛。
”从此石塘便渐趋普遍，陈旅《海堤记》记载，元时期所建的余姚后海塘即是用条石“纵横积叠”砌
成的。
宋代以前，余姚、慈溪一带居民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姚江平原，萧绍平原以北还是杭州湾口南岸的海涂
，北宋庆历七年（1027）筑浒山大古塘，①从而使这一地域沿海海涂获得了开发，滩涂环境大为改观
。
到宋元时期钱塘江下游沿海两岸海塘体系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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