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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李冰文化的多维价值与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的视角

王彦骅

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都江堰水利工程及其承载的李冰文化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典型代表。研究发现，李冰文化在塑造

区域文化基因、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开发过程中仍面临文化符号泛化、

生态承载压力等现实问题。本文基于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的视角，从都江堰李冰文化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传统内

涵与开发实践、保护挑战及解决方案四维度展开分析，提出以深入探索挖掘文化背后的精神内涵，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增

强文化认同为核心、以新型产业赋能为手段，文旅融合为路径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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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水利工程承载着李冰文化“天人合一”等生态

智慧，在塑造塑造区域文化建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

进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都江堰李

冰文化的开发、保护与利用过程中，更好的解决历史资料

匮乏、文化符号泛化、生态压力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在保

护历史文化资源基础上，充分挖掘内在价值，探索可持续

发展多维路径，方能实现都江堰李冰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

性突破与创造性发展。

1 都江堰李冰文化的地位与影响

都江堰由李冰父子在战国时期修建，解决了成都平原

的水患问题，至今灌溉面积超过千万亩，具有长久的历史

影响和兼具生态文明与创新的现代价值，2000 年入选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以来，都江堰李冰文化所蕴含的“道法自然”

等理念也成为中华“软实力”在全球语境下传播的重要符号。

1.1 历史地位：中华水利文明的活态标本

都江堰作为全球现存最古老的无坝引水工程，其“乘

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哲学，体现了先秦时期“道法

自然”的科学价值观。公元前 256 年李冰父子主持修建该

工程，通过鱼嘴分水、飞沙堰泄洪、宝瓶口控流三大核心

系统，实现了“水旱从人”的治理目标，使成都平原从“泽国”

变为“天府”。不同于长城、大运河等以防御或运输为核

心功能的工程，都江堰的独特性在于其持续运转 2300 余年，

至今仍灌溉超 1000 万亩农田。从文化象征来看，李冰不仅

是水利专家，更被川西民间神化为“川主”，形成以二王

庙庙会、清明放水节为核心的非遗体系。每年农历六月廿

四的祭祀活动，承载着灌区百姓对李冰“泽被万民”精神

的集体记忆，成为中华水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制度层面来看，

都江堰的“岁修制度”是长盛不衰的关键因素，每年枯水

期通过“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进行河道清淤与堤堰维护，

确保工程的动态平衡，这一制度自秦汉延续至今，成为全

球水利工程管理的典范。

1.2 现代价值：生态文明与价值创新的双重启迪

都江堰李冰文化兼具生态智慧的现实转化与科技创新

的历史镜鉴，同时兼具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形象建构的作

用。李冰的“深淘滩、低作堰”“逢正抽心、遇湾截角”

等治水原则，与现代生态水利的“低影响开发”理念高度

契合。其中的竹笼卵石护岸技术通过柔性结构消解水流冲

击，避免了硬质化工程对河道生态的破坏，这一传统技艺

在防汛的今天仍被广泛应用。其次，都江堰的“无坝引水”

模式突破了传统水利工程对高坝水库的依赖，其动态平衡

系统为现代海绵城市、流域综合治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

型参考。同时，2018 年“李冰研究国际论坛”中，日本学

者指出都江堰的分沙技术对治理黄河泥沙淤积具有借鉴意

义。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与自然遗产“三遗

之城”，都江堰已成为中国对外展示传统科技与生态哲学

的文化名片。数据显示，2024 年都江堰灌区农业供水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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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亿立方米，支撑 1154.8 万亩农田直接灌溉，灌区粮产

占四川省总产量超 20%，灌区工业供水量 0.69 亿立方米，

重点支持农夫山泉、元气森林等绿色工业项目及上下游包

装物流等产业集群的发展，而在文旅新创项目中 2024 年都

江堰景区游客同比增长 12.6%，综合收益高达都江堰 GDP

整体 28%。可见，都江堰灌区经济贡献与文旅结合的新型

模式具有极大的突破性和发展前景，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以及科技、产业等多维度的齐头发展具有双重启示作用。

1.3 国际影响：地域范畴到跨国学术对话

李冰文化研究已超越地域范畴和区域实践，形成跨国

学术对话的全球话语体现。2018 年首届“都江堰与李冰

研究国际论坛”吸引来自日韩等多国专家参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也将其治水经验纳入“人水关系”全球案例库。

2025 年随着央视纪录片《文脉春秋》的热播，进一步向大

众强化了其作为“山水人文综合体”的国际认知。此外，

都江堰灌区工程系统与古罗马水道、波斯坎儿井并列为古

代水利三大范式，其“可持续性”特质被国际水利学界视

为破解现代水危机的重要思想资源。

2 都江堰李冰文化的开发和打造实践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由李冰父子修建，而至今依旧在灌

溉田畴，造福人民的伟大工程。然而人们对李冰父子的印

象往往也就止步于此，仿佛李冰就是个“治水”的而已。

实则，李冰治水仅仅是表象，需要我们记得的，是李冰的

内涵和灵魂。在旅游推广过程中，将李冰作为都江堰的城

市“符号”，大力宣传李冰的思想和哲学，让游客的目光

不仅仅是自然风光、山川河流，更是对李冰文化思想的在

地探索，才是都江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2.1 挖掘李冰的传说和内涵

找准本地特色文化旅游资源，特别是与李冰有关的资

源，进行挖掘、改造、包装、升级，把静态的文化资源、

分散的文化元素转化为参与性强、消费面广的旅游产品。

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战天斗地，人定胜天，

这与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谋而合。都江堰紧邻青城山，

青城山是道家胜地，可将两地的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一条

完善的产业链，有助于两地旅游业的统筹发展。

2.2 创新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机制

据悉，2023 年李冰文化国际旅游节结合非遗展演游客

量高达 1200 万人次，旅游收益突破 80 亿元，可见都江堰

文化的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对李冰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播有极高的探索价值。可以打造专属“李冰文创”的

品牌矩阵，实现完整的 IP 化开发与产业链延伸。对比故宫

文创年销售额超 15 亿元的成功案例，都检验李冰文化需强

化差异性产品定位，如依托“竹笼卵石”等非遗技艺开发

合理的研学产品，紧跟国内 K12 教育实践化学习的走向；

也可以参照 2023 年什邡市启动的“导洛通山”遗址公园建设，

推动水利遗产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从而带动周边产业链的

延伸以及人均 GDP 的有效提升。

3 都江堰李冰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3.1 存在的问题

都江堰水利工程景区内部存在一些问题。旅游路径设

计与标识较乱，缺乏对旅游活动规律性的理解，景区外部

交通与景区游览线路缺乏配合协调性，旅游车送游客从两

个入口后均在原地等客，旅游者需走回头路才能返回上车。

存在这些问题，导致游客难以理解到李冰的文化和精神，

对李冰文化符号建设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其次是旅游开发

与文化本真性的冲突，过度商业化的模式可能导致文化异

化，根据 2024 年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川主庙祭祀活动过度

商业表演化导致游客满意度直接下降 68%。

3.2 解决方案

可考虑为二王庙 ( 入口 )—安澜索桥—鱼嘴、金刚堤—

飞沙堰—宝瓶口—离堆公园、伏龙观 ( 出口 )—松茂古道—

玉垒公园。在景区内主要景点、路口、游路中途设置位置

标识、服务设施标识、方向标识等内容。为了使老、少旅

游者有休息、补充能量机会，可以在鱼嘴与飞沙堰之间设

置生活服务设施。将旅游车辆的接送点进行调整，二王庙

设置为游客下车点，旅游者从该处进入景区，离堆公园大

门为旅游车辆待客点。针对商业化及跨区域联动的瓶颈，

可以采取由社区主导保留原始仪式的方法，或依托《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推动两地文旅资源的现

实联动，构建李冰文化圈跨省跨市协作机制，争取项目政

府引导基金和区域文化基金的引入。

总之，都江堰李冰文化是中华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理念的鲜活体现与跨时代见证，在 21 世纪的今天生态文明

建设与乡村振兴的双重背景下，需以“动态保护”替代“静

态封存”, 充分挖掘其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和传统内涵，

积极探索尝试从科技赋能、制度革新与文化再生产等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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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实现都江堰李冰文化的传统文化价值与实际应用价

值的双剑合璧，助力其由中国历史遗产走向创新型未来资

源的全方位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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