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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利工程旅游文化的探究 

吴红纯 

（浙江汇丰市政园林有限公司） 
 

我国江河纵横,湖泊众多,全国具有河流不计其数。为了除害兴

利,在大多数河流上都兴建了水利工程。水利工程在发挥水利功能的

同时，也是一种良好的景观资源，为进行旅游文化开发提供了巨大

的潜力。 

水利工程旅游文化化，有利于提升水利工程的价值，最大限度

的利用资源，将会为区域带来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某些水利工程与园林场所所具有的内在联

系,因"水"成"园"，成为了著名旅游之地。考究兴建水利工程的初心，

是治水的需要。由于建造者有心或无心的设计,最终使水利工程变成

了风景宜人的旅游场所。如杭州西湖在规划之初，仅是为了满足城

市防洪蓄水、饮用水供给和农业生产灌概等目的,但随着建设的逐步

进行和完善，却成为了风景名胜地。 

杭州西湖苏堤是北宋元佑五年诗人苏轼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

湖，利用浚挖的淤泥构筑并历经后世演变而形成的，杭州人民为纪

念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绩，把它命名为"苏堤"。经过了无数次的增

补修葺，整饬路面，植树造林，成为了西湖十景之首，名曰"苏堤

春晓"。 

杭州西湖苏堤是一条贯穿西湖南北风景区的林荫大堤，现长

2797 米。堤上有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桥，古朴

美观。苏东坡曾有诗云:"我来钱塘拓湖绿，大堤士女争昌丰。六桥

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堤旁遍种花木，有垂柳、碧桃、

海棠、芙蓉、紫藤等四十多个品种。每当寒冬一过，春风吹拂，苏

堤便犹如一位翩翩而来的报春使者，杨柳夹岸，艳桃灼灼。堤上垂

柳初绿、桃花盛开之时，绿柳如烟、红桃如雾，红翠间错，灿烂如

锦。最动心的，莫过于晨曦初露时，湖波如镜，桥影照水，鸟语啁

啾，柳丝舒卷飘忽，桃花笑脸相迎。月沉西山之时，轻风徐徐吹来，

无限柔情。这时桃红柳绿，景色尤佳，游人漫步在堤上，看晓雾中

西湖苏醒，新柳如烟，春风骀荡，好鸟和鸣，意境动人。湖山胜景

如画图般展开，多方神采，如梦如幻，故称之为"苏堤春晓"。 

杭州西湖是水利工程与旅游文化结合的佳作,在古代世界大城

市中，最早建立的一个自然环境与水利工程相结合的旅游文化景

观。 

纵观中国古代水利史,除了西湖,还有许多闻名古今的水利工

程，成为旅游文化之地。都江堰由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部

分组成,两千多年来不仅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概的作用,至今也仍是人

们户外游憩的良所。如今的都江堰，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

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修建了相当多的现代大型水利工程。

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追求休闲和旅游文化成为人民生活重要

组成部分。依托大型水利枢纽,大量的水利风景区也建立了起来。以

防洪为目标的三峡大坝、黄河小浪底工程，带动了城市旅游经济的

飞速发展,水利工程也成为了区域旅游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推动发展水利工程旅游文化化，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 

按照水利工程所发挥的功能划分，可分为挡水建筑物、泄水建

筑物、输水建筑物、整治建筑物、过桥建筑物和其他专口性水工建

筑物等类型。 

自然河流渠道化改变了自然水体的形态与生态属性,导致河道

纵向形态直线化。水利工程引发河道横断面几何规则化，堤防边坡

与护岸材料的硬质化，出现千篇一律的河流形态。自然河流的渠道

化破坏了河流急流与缓流、深潭与浅滩交错分布的原生态；阻隔了

地下水与地表水的相互滋润。水利工程对自然河流的影响体现在建

筑的水桥水闸等引起河流非连续的运动，形成水库等静态水体。堤

防工程引起河流侧向的停滞，阻断了河流主流与支流沟通，形不成

水系的合理循环。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动

物栖息地的破坏,降低了水利工程区域的旅游文化内涵。 

在传统水利工程建设中,水利工程的设计者往往采取最为经济

高效的建设思路,仅重视单一水利功能实现,导致一些水利工程无人

问津，旅游文化价值开发难度很大。仅仅为了满足城市防洪单一功

能要求，大量河道被截弯取直和工程硬化,致使人水无法接近。既造

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当前形势下,水利工程的建设也面临着机械模式、生态不良、功

能单一等客观问题,而发展水利工程旅游文化可以从多维价值导向

出发,化解水利工程与人、与自然、与经济价值的矛盾,具有现实的

必要性。 

水利工程旅游文化化是指水利工程在满足水利工程自身功能

与安全性的基础上,注入旅游文化的理念与手法,结合工程自身,提升

其在审美、生态保护、满足旅游文化等多方面价值的一种新的设计

和开发的方法。 

水利工程作为一种现代基础设施,遍布城市、郊区和乡间,如果

仅仅具有水利工程这一单一功能,无疑是资源的巨大浪费。在现代化

城市空间内，人口密集度极高，水利工程如果具有能够承载多种综

合功能的空间潜力,从而能够使其与人的关系更加紧密，符合资源节

约利用效果。 

水利工程的旅游文化开发，对于水利工程作为公共服务载体，

有利于增加其公共服务功能。水利工程可从景区打造、亲水游憩、

科普宣教、体育开发等方面拓展，促使水利工程提供了更多的、多

元的、复合的公共服务职能。 

水利工程在除害兴利为单一目标作用下，如果"兴此"而"废彼",

所产生的生态胁迫就成为一种时间积累下的伤害。因此，水利工程

在旅游文化开发理念指引下，平衡水利工程在防洪、灌概、水力发

电等功能和人居环境、生态环境和文化旅游带来的审美愉悦，达到

人与自然、人与水利工程的双赢状态。 

水利工程作为一种调整人与自然的技术工具,见证着人与自然

矛盾发展过程中的精神文明演变与进步,直接体现了某一区域某段

时间内的文化习俗、地方精神、知识水平、技术工艺等思想文化成

果。因此，水利工程具有其艺术化审美文化内涵，也就天然具有旅

游文化开发价值。水工建筑物的实用性、技术严谨性及精确性是工

程审美魅力的主要来源，是自然基础。而因时代、地域乃至设计者

的原因导致的审美文化特征，则成为水利工程的具有旅游文化性的

社会人文基础。 

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秉持绿色、协调、高效、和谐、环

保的发展理念，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在设计水

利工程之初，就注入旅游文化元素。在建设水利工程之中，就注重

协调水利功能和旅游文化之间关系。在建成水利工程之后，就注重

把水利工程的维护和旅游文化开发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共赢、多赢

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