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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水利发展的转变时期，这一观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从水利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最近10多年来水利部党组提出的新的治水思路，是引进了社会、经济、
资源、环境以及哲学和历史所产生的治水思路的一个突破。
可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应是今后水利创新的途径之一。
而中国水利文学艺术协会多年来组织的水文化研讨正是这种交叉研究的有益尝试。
　　交叉研究并不是现在提出来的，利用历史文献解决现实问题的做法古已有之。
早在3 000年前，我国古代科学家就已经根据日月运行等天象记录来制定指导农事活动的历法，利用历
史物候资料来确定节气；今天，人们则依据历史灾害的统计规律来制定国家物资储备政策，利用2 000
多年来的地震统计资料来确定城市建筑物的抗震规范等。
竺可桢利用历史文献对古代气候演变规律的研究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评价。
其实水利更有交叉研究的需要。
　　科学史告诉我们，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发展逐步深入到对于客观世界各组成部分本质的研究
，于是开始了学科的分解。
分解深化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割裂了各个学科相互之间的联系，妨碍了对于事物本质的更深层次
的理解，甚至形成片面性。
科学被分解为各个互相独立的学科，不是由于研究对象存在本质的差别，而是由于人类在那个时期认
识能力的局限。
在科学进一步深入的时候，有必要加强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和贯通，加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
。
自然科学与人文精神结合的过程中，科学可以从中汲取文化精辟而广博的思想营养，可以拓展现代学
人的视野和丰富自己的内涵。
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的哲学基础是客观世界的统一性。
　　近100年来，众多知名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倡导过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融。
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年）曾力主“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要求学生要“融通文、理两种之
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
；习理科者不要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学史、文明史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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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水文化概论》是由中国水利文学艺术协会组织河海大学、武汉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等高等
院校的教授和水利行业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一本介绍中华水文化知识的读物。
本书根据多年来各方面研究水文化的主要成果，就水与社会、水与政治、水与经济、水与文化等方面
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由物态水文化、行为水文化、精神水文化、地域水文化、时代水文化
等五大要素构建的水文化的基本架构，观点明确，文笔流畅，通俗易懂，融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
于一体，可供各级领导进行水务活动决策和水利院校及社会上开展水文化知识教育时参考，也是为广
大读者提供的一份有益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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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水与社会：　　在太阳系九大行星中，唯独地球有水，因此拥有了生命。
生命从水中诞生，人类靠水繁衍，社会发展更离不开水。
水资源是地球上最为宝贵的财富，是人类和一切生物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是发展经济和改善
环境的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及战略性的经济资源。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保证。
只有水与人类、与社会发生联系时才能进入文化的范畴，所以在谈水文化时首先要了解水与社会的关
系。
　　第一节　水与生命之源：　　女娲造人的故事，说的是盘古开天地以后，有一位叫女娲的天神来
到大地，她人面蛇身，神通广大。
她在大地上行走，感到世界太荒凉寂寞了，于是决心创造一些有生命的东西。
她走到水塘边，用手撮起一些塘边黄土，浇上水和成泥，依照倒映在水面的自己的形象，捏成一个小
小的泥娃娃。
女娲将这个泥娃娃一放在地上，泥娃娃就围着女娲又跳又叫。
女娲高兴极了，于是她又继续捏泥娃娃。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小生命不断地从女娲手中诞生。
最初的人类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
这个神话传说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母系氏族条件下人们对水与人关系的认识。
　　生命起源于水。
现代科学研究确定，地球的年龄约45亿年以上。
早期的地球是一团炽热的球体，温度很高，那时没有水，也不可能有生命。
地球上最古老的水成岩是38亿年前才出现的，最古老的微生物诞生在31亿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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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水文化概论》是由中国水利文学艺术协会组织河海大学、武汉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等
高等院校的教授和水利行业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一本介绍中华水文化知识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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