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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水文化与景观设计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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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利工程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出人工河流、湖泊、水库等工程的活动。水利工程作为一种特殊的工程类型，在人

类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现代水利工程建设中融入水文化元素成为景观设计研究的热点。本文以“水利工程水文化

与景观设计”为主题，对水利工程景观设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提出在水利设计中融入水文化景观元素的措施，希望对水

利工程事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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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water culture and landscape design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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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involves human activities to transform nature and create artificial rivers, lakes, reservoirs,
and other projects. As a special type of engineering,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tegrating hydro-cultural elements into landscape desig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research. This paper takes "Hydro-Culture and Landscape Design i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s its
theme and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It proposes measures to incorporate
hydro-cultural landscape elements into water conservancy design,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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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利工程建设的规模不断扩大，水利

工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如何在水利工程景观设

计中融入水文化，充分利用水利工程本身所具有的人文、生

态和经济价值，在满足人们的功能需求的同时，增加水利工

程自身文化内涵，提升其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是现代水利

工程设计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水文化概述与内涵

1.水文化概述

水利的概念是对自然现象进行改造，以达到人类社会和

经济活动的目的，主要包括：防洪、灌溉、航运、发电等[1]。

水文化是指人类在与自然相互适应的过程中，不断改造自然、

适应自然和利用自然，并与之相协调，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

水文化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概念，它可以从不同角度

来理解，从不同的层面来认识，也可以从不同的学科来探讨。

不同角度所反映出来的水文化内涵也不一样。从宏观层面来

讲，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一种意识形态；从微观

层面来讲，水文化则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形成的

有关水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风俗

习惯以及对生产、生活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等精神财富。

2.水文化内涵

水利文化是水利科学和文化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

成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水利是人类改造自然活动中形成的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到一定

阶段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是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

所必须依托于其中的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水利文化可以分

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大类：物质文化，包括水利工程、

水资源、水环境与水景观等；精神文化，包括水利工作者所

形成的水利工程建设理念和工作作风、工程技术人员所形成

的水利工程科技创新成果等[2]。水利工程建设对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水利工程文化与景观设计是将水文化和景观设计元素

应用于水利工程设计中的一种方法。它将保护和利用水资源

的任务与营造美好环境的需求结合起来，旨在打造更美好的

城市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利用方案。 通过水文化的

传承与表达，以及景观设计的营建与塑造，可以让水体变得

更加美观，自然和人文元素进一步融合，达到水与人和谐共

生的效果。此外，还可以综合考虑生态保护、社会经济、文

化传承等多方面因素，为城市建设提供更多可能性。

二、水文化视域下的景观设计

1.传统水利景观设计核心理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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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生态环境观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天人

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理念，形成了古代中国独特的生

态环境观。《周易·系辞下》中提到“天地之道，贞固而不

倾”，《老子·天下篇》中提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中庸》中提出“天人相分，天人之道也”[3]。

古人认为天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天地间万事万物都与环境

息息相关。人在自然环境中应该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这就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中国古代传统的生

态环境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思想观念上强调“天人合一”，

在物质实践上体现为“以人为本”，即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

的整体；二是在空间布局上强调整体观念、空间意识；三是

在文化特征上强调整体性、连续性和多元性。这三个方面构

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

2.传统景观设计对现代水利景观设计的影响

中国古代生态环境观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生

存环境以及长期形成的心理意识密不可分。我国古代以农耕

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我国传统社会对自然环境具有

强烈的依赖性和适应性。在长期与自然环境接触过程中，形

成了以人为主体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传统景观设计以

自然生态为出发点，强调景观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与协调。因

此，在现代水利景观设计中，我们注重利用传统景观设计中

的自然元素和传统文化，如山水画、江南水乡、诗歌文化等，

来打造独特的水利景观形象。在现代水利景观设计中，传统

水利景观成为一种重要的设计元素，既能够弥补水利工程的

不足，也能够增添水利工程的文化内涵。

三、水文化视角下水利工程景观设计

1.融入古代景观艺术元素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水利工程建设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水利工程景观设计中，要以

满足人们需求为基础，在保证水利工程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

的同时，实现水利工程景观化。在水利工程的设计中，可以

将古代景观艺术元素融入到景观设计中，提高水利景观的

“古典文化”气息。例如，结合古代园林设计理念加入假山、

奇石、花卉、人工“湖”、竹石等元素，充分满足人们的审

美需求[4]。为了提高景观设计的文化内涵，还需要赋予水利

景观更多古典文化之美，使水利景观化与环境建设相结合，

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近年来，在水利景观设计中引入了许

多新理念和新技术。不难发现，在当前形势下水利景观设计

不仅具有工程特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特征和艺术特征。

例如：山水园林中的石头、花草、小桥等装饰元素加入到现

代水利工程建设之中，将水利工程打造成具有古典园林美感

的环境。同样，建筑、雕塑等传统景观元素也可以融入到水

利景观设计中，如在水库大坝上建造类似古代城墙或者石雕

元素，不仅为水利工程增添一份文化气息，同时也为周围的

居民带来更多的观赏价值。

2.加入现代水文化艺术作品

水利工程中的景观设计中，既要重视水利工程中布局设

计，也要重视景观的水文化艺术体现。水利工程中的景观不

仅能够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而且还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追求。因此，水利工

程景观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到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与环境

与城市的关系，合理地协调两者的关系。在设计时，既要考

虑到水利工程景观的形式美感，又要融入现代水文化艺术作

品。水利工程中的景观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对水体景观进行有

效的利用，还要考虑到对水利工程中的文化元素进行有效的

利用。在现代水利景观设计中，一方面要体现出水文化与水

环境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要突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

水和谐相处[5]。

3.融入水利工程自然生态景观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水利景观设计也不

断发生变化，以展示水利工程自然景观为主的理念深入人心。

比如：水利景观设计不仅要考虑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

的融合等，还要考虑到水环境对水利景观设计带来的影响。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深厚而独特的水文化资源，我

们在进行水利工程中景观设计时，不仅要充分考虑到水环境

对水利景观所带来的影响，还要结合我国悠久而丰富、深厚

而独特水文化资源对水利工程中景观设计进行合理地利用。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将水环境和水利景观相结合，使两者

得到最大程度地融合。水利工程景观设计要结合工程特点和

地理位置条件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要充分体现工程主题思

想、生态理念、人文理念和环境理念等。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满足人们对水利景观化的需求。

四、水文化视角下水利工程景观设计要点分析

1.人造景观与自然景观的融合

水工景观设计中，工程质量的好坏与设计、施工的水平

息息相关，在进行水工景观设计时，应本着科学合理、安全

适用、经济合理的原则进行，要充分考虑到水文地质条件、

环境气候条件、工程结构及使用功能等因素[6]。在进行水工

景观的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到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比如在

修建水库大坝时，应将其作为整体考虑，与周围的自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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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形成独特的水文景观；在修建桥梁时、修建水库和堤

坝时，修建水闸时、修建坝址、坝型时，也可以最大限度发

挥周围自然景观的作用，有必要可以添加人造景观。

2.色彩与景观外形的协调

水利工程景观设计中对造型和色彩的处理也十分重要。

造型方面可以利用水利工程自身所具有的特性来创造出更

加优美的形象。比如，在对大坝进行设计时，可以将大坝作

为整体进行设计；在对桥梁进行设计时，可以将桥梁作为整

体进行设计；对大坝进行设计时，可以将大坝作为整体进行

设计；在对水利工程外观进行设计时，可以将水利工程外观

作为整体来进行设计。在水利工程建筑中对各种不同色彩进

行运用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材料对色彩的影响。色彩方面可

以利用色彩对比强烈、对比度高、对比色多等特点来加强水

利工程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比如在对大坝进行设计时，可

以选择蓝色或者是绿色作为主色调来加强其与周围环境的

协调性；在对大坝和桥梁进行设计时，可以选择红色或者是

白色作为主色调来增强其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

3.体现景观的水文化特征

结合水利工程特点，处理好工程设计与水文的关系。水

利景观是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水利工程功能的

核心要素。其工程建设需要根据水文规律对不同位置和尺度

的水利工程进行相应设计，包括水文观测设施、水工供水系

统和城市防洪等。在水利工程设计中要充分考虑水文要素对

水利工程功能发挥的影响，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配置水文要素，

使其相互协调、相得益彰。充分考虑水文化元素在水利工程

设计中的运用。在水利工程设计中要充分考虑水文化元素在

其中的运用，将水文化元素融入到水利建设中去，让人们能

够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水利文化，促进水利景观设计发展。在

水利工程设计中融入水文化元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对具有地域特色的水文化进行提炼、升华和创新；其

次是将现代水利建设与地域水文化相结合，打造出具有地方

特色的水利工程；最后是将传统水文化与现代水利建设相结

合，打造具有现代化特色的水利工程。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实际设计中，设计师应该先做到优化水利

单体结构，合理进行布局，设计出与周边环境协调一致。水

利工程的建设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利工程

建设中要将水文化元素融入到水利景观化建设中去，并注重

对周围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打造出具有现代化特色的水利工

程，从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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