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专题：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CULTURAL LANDSCAP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摘    要

位于太湖南岸的湖州太湖溇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水利工程与生态农业实践的杰出案例，孕育了鱼米之乡、

丝绸之府的江南水乡文明，是典型的持续演进的乡村景观。在传统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单一学科的价值解

读方法和分类保护制度未能全面认识和可持续管理太湖溇港的多元价值。基于文化景观自然与文化关联互动

视角，通过借鉴国际前沿的乡村景观价值认知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构建乡村景观遗产价值的识别框架

与管理方法，识别太湖溇港的多元遗产价值和载体，并提出整体化、动态化和多方协同的可持续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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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ted on the southern shore of Taihu Lake, Lougang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 of Taihu Lake Basin in Huzhou is an ex-
emplary case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ecological farming practices, fostering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Jiangnan water towns, 
known for its fish and rice as well as silk production.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single-disciplinary value interpretation methods and separate-sector conservation systems have not been able to fully recog-
nize and sustainably manage the multi-values of Lougang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 of Taihu Lake Basin. Therefore, the 
study introduces international frontier theories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identifying rural landscape value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identifies the diverse heritage values and attributes of Lougang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 of 
Taihu Lake Basin, and proposes integrated, dynamic, and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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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太湖溇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简称

湖州溇港）承担灌溉、排水、防洪等多项功

能，支持圩田生态农业生产，促进湖州地区

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孕育了南

太湖独特的人文历史 [1]。当今传统溇港景观

受到了现代城镇化与农业技术发展、经济产

业转型等多方面的冲击，造成溇港水利系统

的破坏、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衰退和历史村

镇、景观审美特征的消失等问题 [2-3]，亟需得

到保护与管理。

然而，目前针对湖州溇港遗产价值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单一学科，如水利技术、农业

技术、景观空间形态、经济产业、社会民俗

与文化等，这限制了对其多维度价值的全面

认知，也难以把握历史与当下影响溇港景观

演变的自然与文化动因。此外，虽然近年来

出现以景观或遗产视角对湖州溇港遗产价值

进行整体解读的研究，但相关管理策略未能

围绕遗产价值展开。一方面，遗产保护领域

受当前遗产分类保护制度的影响，对湖州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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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保护与利用以“孤岛式”的水利、圩田、历史遗迹等物质遗产和

民俗活动、民间文学、传统音乐等非物质遗产展开 [2,4]，缺乏对整体景

观要素关联性和景观依存的自然与文化环境的考虑。另一方面，景观

规划领域提出的策略多关注功能、产业、空间规划设计，而缺少对社

会与文化要素的考量 [3,5]。不全面的价值识别和静态、“孤岛式”的管

理策略使湖州溇港缺失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与动力。

因此，本研究引入文化景观理论对湖州溇港的遗产价值进行认

知与管理。湖州溇港体现了人与自然长期的相互作用，是有机进化、

持续演进的乡村文化景观。文化景观的本质是将自然与文化作为整

体，以动态、具体的文化视角解读景观的生成、形态和意义 [6]，为湖

州溇港乡村景观遗产价值的阐释与可持续管理提供了工具。本文通过

引入国际前沿的乡村景观价值认知与管理理论和实践研究，构建乡村

景观遗产价值的识别框架与管理方法，对湖州溇港的遗产价值和载

体进行识别，并提出基于自然文化互动关系的管理策略。

1 文化景观视角下的乡村景观多元价值认知

ICOMOS《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简称《准则》）将乡村景观

定义为“人类通过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狩猎和采矿等多种生

产方式与自然互动而形成的陆地及水域，……，所有的乡村区域都具

有人们和社区赋予的文化意义”。同时，《准则》指出所有乡村景观都

具有遗产价值，涵盖“物质及非物质遗产”[7]。上述定义扭转了传统文

化遗产保护对具有突出价值的“精英”遗产的关注 [8]，通过文化景观

的视角强调乡村景观的遗产价值包含于人类与自然持续演进的日常化

的互动过程中。这种观点突显了乡村景观的两大关键特征：（1）所有

乡村区域都是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复合体；（2）乡村景

观具有有机进化、持续演进的特征，是不断变化的景观。

乡村景观包含的自然与文化的互动过程与价值可以通过相互关联

的、持续演进的物质性、社会性与精神性互动框架进行阐释 [9]（图1）。

1.1 乡村景观人与自然的物质性互动关系

第一层次物质性的互动与人类为生存和发展对自然进行利用和改

造的过程相关，其载体包括自然环境特征，因地制宜的聚落模式，可

持续的土地利用模式，生活、生产与生态的技术，科学与实践知识

等。传统乡村可持续的生产性景观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生态系统服

务的供给有重要的作用[10-11]。其中运用的传统生态知识与技术对气候

和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具有科学价值 [12]。例如哈尼梯田

森林，聚居与梯田系统的空间结构保障粮食与能源生产，维持水土平

衡与控制环境污染 [13]。物质性的互动实践是乡村景观的基础，支持、

发展或升华为社会性和精神性的价值。

1.2 乡村景观人与自然的社会性互动关系

乡村景观第二层次的价值为社会性互动价值，是人们对自然进行

物质性利用的基础上随社会发展形成的价值，体现于社会活动、经济

模式、社会组织关系、传统习俗等制度。乡村景观的经济与社会制度

是维系人地物质互动的关键，同时也是乡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

分。例如贵州鲍家屯世代传承的“屯田”制度、维护乡村水利等公共

基础设施的“岁修”制度，支持经济合作的“来会”制度共同维护了

传统资源利用实践的延续 [14]。社会性实践维护或改变物质性互动的过

程与结果，并赋予其意义，同时促进或制约精神性的人地互动实践。

1.3 乡村景观人与自然的精神性互动关系

乡村景观的精神性价值是人类赋予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文化和审

美意义，涵盖了自然崇拜、宗教崇拜、道德实践、场所记忆、自然审

美、当地社区赋予景观的文化价值和含义等。乡村景观承载的文化内

涵、场所认同与审美共鸣的是维护社区乡土性、凝聚力与自豪感的关

键，也是社区支持乡村景观保护的基础 [15-16]。例如对侗族村寨的研究

发现，村寨内的标志性鼓楼、萨坛建筑和杉山溪田的自然环境对传统

图1   乡村景观遗产价值及其载体识别框架
Fig. 1   Framework of identification of values and attributes of rur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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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的地方认同建构作用显著 [17]。精神性的

互动规定了社会价值的发展方向，赋予物质

性互动意义或将自身物化为物质性关联的形

式和内容。

2 文化景观视角下的乡村景观管理方法

多层次演进的人地互动关系促进了乡村

景观的有机进化，形成了多元的生态、科学、

经济、社会、文化和审美价值，使得乡村成

为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促进文化多样

性和跨文化交流、支持当地社区与区域整体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鉴于乡村景观是自

然与文化融合、动态演进的复杂系统，对其

的保护与利用需要基于遗产价值的认知，采

用动态的管理办法，重视多方利益相关者的

交流合作。

2.1 以遗产价值认知为基础

乡村景观的价值是规划、设计、保护、

管理和监测的基础，同时可用于传播遗产信

息和提高公众意识 [8]。价值的认知需要整合

多学科专业知识，汇集专家、民众与其他利

益相关者的视角，采用资源清单、制图等形

式系统记录乡村景观的物理及文化特征，包

括乡村景观现状、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及其历

史演变、当前景观的变化及其动因和潜在威

胁、涉及利益相关者等。其中，景观历史包

含了物质、社会和精神的人地互动关系，这

些关系支持了乡村景观的有机演进，为乡村

景观的可持续管理提供了科学知识。

2.2 以动态方法制定管理策略

乡村景观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不能遵循

传统静态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法，而应采用动

态的方法。这是因为作为有机进化、持续演

进的文化景观，乡村景观始终处在持续的和

不可避免的变化过程之中。同时，乡村景观

社区拥有生态文化权力，他们的生活与生产

方式应得到尊重。动态管理的核心是将保护

对象从简单的自然或文化遗产转变为社会生

态系统，综合考虑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

之间持续演进的互动以及冲突关系，并基于

景观的遗产价值和特征管理乡村景观“可接

受的和适当的变化”，对不同特征的资源载

体采用保护、修复、创新、适应性转变等不

同策略 [8]。

乡村景观的动态保护需要重视当地社区的

合作与共识，尊重并调和历史与现代的需求。

创新的动态管理策略包括通过引入新技术提

高生产效率、通过品牌化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等方式提供生产效益，建立景观社会网络维

护生产关系与生活模式的可持续性等[12,18-19]。

2.3 以利益相关者多方协同作为保障

强化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对于识

别遗产价值、制定有效的管理策略和实现遗

产的可持续治理至关重要 [20]。乡村景观的利

益相关者包括了当地社区、专家、政府、企

业和非政府组织等个人与团体。利益相关者

的参与能提供更多视角与信息，帮助制定更

全面和具有可行性的保护策略，识别和解决

价值冲突 [21]。特别是当地社区的参与，有利

于社区成员建立社会网络和从景观保护中获

得收益，从而增强对乡村景观的归属感和责

任感，提高保护活动的可持续性 [22-23]。

3 湖州太湖溇港遗产价值及其载体识别

湖州太湖溇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位于湖

州市，范围包括吴兴区、南太湖新区、南浔

区和长兴县的溇港水系和周边环境（图2）。

在遗产空间范围之外，湖州溇港的价值关

联着更大区域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包

括太湖流域与天目山脉的自然地理环境、江

南地区的社会人文环境。在文化景观的视野

图2   研究范围
Fig. 2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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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湖州溇港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利用的

方式、人文社会的发展和精神审美的孕育是

一个动态的、关联的历史过程，共同构成了

湖州溇港遗产的价值与载体系统（图3）。

3.1 湖州太湖溇港遗产的自然基底

自然环境是湖州溇港诞生、发展的基

础。湖州溇港位于华东天目山脉向太湖平原

低洼地区过渡的太湖南岸，区域整体地势由

西南向东北倾斜。虽然太湖湖泥是最具肥力

的土壤之一，但太湖流域中心区域地貌为湖

沼淤滩 [24]，加之夏季多雨，且西南太湖上游

来水发源自山地，源短流急，因此，该区域

在丰水季有洪水泛滥的隐患，历史上水患频

发，原始自然条件不利于农业生产与聚居。

3.2 水利工程与土地利用的生态与科学价值

及其载体

湖州溇港水利体系化淤滩为良田，使太

湖流域成为天下粮仓和丝绸之乡，是水利工

程技术和生态土地利用的杰出代表，体现了

太湖地区先民对自然利用管理的生态智慧。

湖州溇港的水利系统由水系、堤坝、桥梁、

水利设施组成，在水资源调蓄上有两大主要

作用：一是舒缓太湖上游来水和杭嘉湖平原

涝水入太湖；二是灌溉溇港环绕的圩田。调

蓄水位的功能通过入湖口斗门（水闸）的开

关实现 [22]，斗门开启，在干旱时可引太湖水

进河道，洪涝时可排洪水于太湖。

为了减少河道淤塞，溇港建造时于入湖口

设桥梁，利用桥墩“束水攻沙”，冲刷河口淤

泥；同时，太湖南岸溇港的入湖口皆为东北

朝向，避免冬季盛行的西北风将太湖淤泥吹

入河道 [1]。虽然采用上述巧思减少淤塞，但

长期使用下溇港仍会发生淤堵、坍塌现象，

需要人工疏浚和维护。由于工程庞大，在五

代吴越开始，各朝统治政府设立官方机构与

制定水利管理制度对溇港进行定期维护和水

情观测 [2]。民间亦形成水利资质组织，形成

了与洪水防治、农业管理有关的特色民俗。

管理所需经费来自财政拨款、民间捐款、以

桑养河、以工代赈或受益田户分摊 [25]。

圩田作物种植高低分治：临近溇港圩

堤的土地最高，种植蔬菜；次高土地种植

水稻；最低进行水产养殖；水塘、水田之

间的田埂也被充分利用，种植桑树。田埂、

堤岸上的桑树、柳树等植被起到巩固地基

的作用 [3]。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形成的“桑基鱼

塘”和“桑基稻田”，是对洼地利用的一种生

态循环的农业模式 [26]。

3.3 溇港聚落可持续演进的社会价值及其载体

湖州溇港地区高效的农业生产方式和

纵横水网使得民众在这里安居乐业，形成了

中国理想农耕生活的缩影和舟楫天下、市井

繁华的水乡社会。除水利与农业种植的科学

技术之外，溇港地区农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速度与发展模式受到了人口迁移、军事制度、

赋税制度的影响。西晋与唐朝战乱引起的中

原居民大量南迁造成了巨大的粮食需求压力，

但同时也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

术 [27]；各朝军事屯田的需求促进了溇港建设

和圩田开垦 [3]；由于桑基鱼塘的田赋较低，

使得这种土地利用模式迅速在杭嘉湖地区圩

田扩张 [28]，这些综合因素促进湖州溇港地区

形成了农桑经济和水产养殖水陆联动的农业

经济，并促进了丝绸贸易、水上商贸等一系

列产业的发展。

由于水路为主要交通，湖州溇港地区的

聚落就水而居，多以溇港和桥梁之名命名。

村落聚落沿横塘河、主要溇港分布，以带状

拓展；河网密布区域形成“一村一田”的格

局 [3]。少数市镇早期为军事戍守职能，后随

商贸发展逐渐变为商业聚落 [1]。《嘉泰吴兴

志》中提到湖州府的城市布局在水利规划方

面和外围圩田有关 [28]。

3.4 溇港景观的精神关联性与审美价值及其

载体

改造后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足的社会生

活促进了溇港地区的文化与艺术发展。溇港

地区留下了大量历史遗迹包括古村镇、古桥、

古寺与古建筑、水利遗迹，以及石刻桥联、

古诗词、碑记等文学作品，哺育了诸多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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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文化景观视野下太湖溇港的遗产价值与载体系统
Fig. 3   Heritage values and attributes of Lougang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 of Taihu Lake Bas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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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和文化名流 [1]。这些古迹遗产、文化遗

存与溇港的水利和农业实践高度关联。此外，

溇港聚落民众的精神与文化生活也与当地主

要产业息息相关。水稻耕种、桑蚕养殖、水

产捕捞的实践促生了祭祀稻作、桑蚕、水神

明的祭祀习俗和风土歌谣 [1]。

自然基底、溇港水系、田野绿植、人文

古迹和溇港地区的社会生活共同构成了溇港

景观的审美特征。溇港水漾经纬分明，船行

河上，圩田镶嵌其间，桑柳、稻田、湿地植

物构成了立体的种植景观，加之溇港聚落、

古迹遗存形成了太湖南岸地域特色的乡土景

观，综合展示了湖州溇港的审美价值。

4 湖州太湖溇港的遗产价值管理策略

4.1 湖州太湖溇港的遗产价值保护现状与威

胁因素

湖州溇港遗产的完整性与真实性通过水

资源管理、农业生产实践、聚落生活和社会

文化体现。快速的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行

政调整等因素对遗产功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

影响。溇港水利系统经历了重大改造，包括

新建大堤、扩宽溇港、填埋或封闭部分河道

和涵闸，导致现存的溇港数量大幅减少 [2-3]。

目前仅遗存4条横塘、62条溇港以及12处大

型湖漾。同时，溇港水域因太湖污染和过度

捕捞面临水质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

在农业系统方面，溇港圩田的规模、数

量以及乡村产业也发生巨变。新中国成立后

湖州地区的圩田共经历4次大规模的联圩并

圩整治运动，圩区面积大幅增大 [4]。2000年

后，湖州溇区的农业土地使用转向大面积的

现代水产内塘养殖或转化为城市用地，桑

田、稻田面积大幅减少 [3]，桑蚕产业规模不

断缩减。相较传统桑田、桑塘模式，现代化

水产养殖虽然提高了经济收益，但对生态环

境造成了更大破坏，也改变了传统溇港景观

的视觉审美特征。

在聚落与社会文化方面，快速城镇化

和交通方式的变革导致市镇聚落从沿河转移

为沿主要道路扩张 [3]，一些沿湖的溇港村落

建筑群消失。此外，历史遗迹例如桥梁、庙

宇、民居和古水闸等在高密度的现代城镇建

设中仅以点状方式留存，其关联的自然和人

文环境已大为改变。另外，与农业、渔业、

桑蚕养殖有关的传统习俗和精神信仰也逐渐

退出了溇港居民的日常生活。

综上，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环境的

变化使得湖州溇港传统水利系统、农业生产

与聚落发展的动力、模式与社会组织形态发

生了根本的转变，从而导致生态环境退化、

景观风貌改变和传统文化习俗衰退。

4.2 湖州太湖溇港的遗产管理策略

基于对湖州溇港价值及其载体、发展历

史、景观动态与威胁因素的分析，从自然与

文化整体性和动态演进性的视角提出湖州溇

港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策略。

4.2.1 整体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以文化景观整体性的视野对物质与非物

质遗产、自然与文化要素进行综合的保护、

利用、解说和展示。整体性保护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1）强调多元价值的整体性，特

别是社会文化要素对自然与物质资源的影响。

管理湖州溇港的关键在于理解和利用内在的

社会文化动因以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例如，

在保护与利用溇港的水系生态环境和水利功

能时，不仅要关注物理空间本身，还需考虑

社会组织、经济产业和历史文化变化的影响。

在社会组织层面，历史上政府主导与民间合

作的溇港维护组织和制度为溇港水系的长期

运作提供了支持，当前需在现代行政制度框

架下，探索与乡村社区合作的新型水系管理

社会制度。在经济产业方面，可充分利用溇

港水系恢复水上观光、水上市集等业态，在

提高溇港水系经济效益的同时，恢复传统商

业与文化活动。（2）强调资源要素间的整体

性，探索和保护构成溇港审美与文化特征的

资源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对其进行整体保护。

例如在制定古桥遗址的管理策略时，应综合

保护和修复桥梁、岸线环境、植被和水生态

环境等，同时充分展示和传播与桥梁建造相

关的文化实践、仪式和传统知识。

4.2.2 动态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作为持续演进的文化景观，湖州溇港的

保护与利用需要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这

就要求管理者从遗产价值与资源的内在关联

性出发，以生态、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基于当代的政治、经济与文

化环境来管理各资源系统的变化。

例如通过创新产业引导恢复圩田的多层

次农业结构，重建桑基鱼塘、桑基稻田等生

态农业模式。农业生产是溇港地区生态循环

中的一个环节，也是重要的经济产业。需要

利用创新的产业发展，如丝绸纺织、时装设

计、生态农业观光、遗产研学等，带动传统

复合农业生产模式的恢复。

再如在城镇与乡村空间规划中传承传统

聚落景观模式。虽然现代陆路交通已经取代

了传统的水运方式，但现代空间规划可以通

过聚焦公共开放空间和景观系统，以水系为

核心来恢复传统空间模式和社会活动，以复

兴邻水而居的溇港水乡文化。

4.2.3 建立多方协同机制

遗产价值的识别、管理与传播都需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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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利益相关者。在价值识别方面，以当地社

区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是湖州溇港乡村遗产

价值的关键信息源。利用口述历史、参与式

制图等方法可以加强对本土社会生活和历史

文化的了解，挖掘居民对湖州溇港的理解，

有利于动态补充湖州溇港的遗产价值和为湖

州溇港的管理和保护提供基础数据。在遗产

管理方面，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能

充分识别和解决不同群体间的价值冲突，确

保决策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在遗产的可持续

利用与传播方面，可以组织各类活动和工作

坊，包括传统工艺复兴、农业技术培训、民

俗文化学习等，以提升利益相关者对传统聚

落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特别是作为溇港

建造者和守护者的当地社区，活态的遗产保

护应鼓励他们从传统知识、管理体系和维护

实践中收益 [29]。

5 结语

基于传统文化遗产保护视角无法全面

地认知和可持续管理湖州溇港的多元遗产

价值，本文引入了文化景观视角，构建了基

于自然与文化物质、社会和精神互动关系的

乡村景观价值认知框架，识别湖州溇港多层

次、相互关联的水利工程与土地利用的生态

与科学价值、溇港聚居可持续演进的社会价

值和溇港景观的精神关联性与审美价值及其

载体。通过分析湖州溇港的遗产价值及其

载体的保护现状和威胁因素，本文提出了整

体性、动态性与多方协同的保护策略，强调

了整体保护价值要素和资源载体，动态管理

价值及其载体的变化，以及协同利益相关

者进行价值识别、管理与传播。本文构建的

乡村景观价值识别与管理方法弥合了自然与

文化保护的鸿沟，综合多学科专业，通过认

知与管理价值及其载体的内在联系和动态变

化，使得自然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在景观演进

中得以延续，从而保障了乡村景观的可持续

发展，对广大乡村区域的保护和振兴具有启

示作用。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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