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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背景下长乐古代生态治水智慧探析及当代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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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气候变化已深刻影响我国沿海城市。本次研究以福建沿海城市长乐为研究对象，梳理长乐防洪体系

发展历程，从“防、导、蓄、高、迁、坚”六方面分析长乐古代宏观全域水环境治理、中观城市选址、微观

城市内部防洪体系三个层次的治水机制，并总结其四大生态治水智慧：南蓄北疏，分区治水；导蓄一体，防

导结合；因地制宜，居高而处；严立法则，全民参与。尝试将传统生态治水智慧融入城市发展五大驱动力，

构建长乐地区具备自适应力的城市防洪系统框架，为当前滨海城市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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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Ancient Eco-Wisdom of Water Governance in Changle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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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profound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Chinese coastal cities，this study takes Changle，a coastal city  in 

Fujian Province，as the research object，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its  flood control system，and analyzes  its water management 

mechanism from six aspects of prevention，diversion，storage，higher altitude，relocation and  firmness，and from three  levels，

namely macro-level ancient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meso-level city  location selection and micro-level urban flood control 

system. Four ecological water management principles are summarized：water zoning management as storage in the south and dredge 

in  the north；combination of prevention， diversion and storage；construction  in high places；strict  legislation and universal 

participation. It attempts  to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ater management wisdom into the five driving forces （government，

technology，community，capital，nature） of urban development，to build an adaptive urban flood control system in Changle，and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coastal cities facing climate change.

Keywords：coastal city；flood control system；eco-wisdom；self-adaptation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最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

由此引发海平面上升、风暴潮、海水倒灌、台风、极

端高温、暴雨等灾害。据中国历年海平面公报数据

显示，中国海平面 1980~2019 年间上升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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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等现象日益加剧，

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持续弱化，给沿海地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挑战 [1-2]。

中国在数千年的人居环境营建过程中，几乎每个地

区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城市水安全支撑系统，如成

都平原的都江堰工程、江南水乡地区形成的陂塘系

统、浙江沿海地区的海塘系统等，至今仍发挥强大

的调蓄水、灌溉等功能，饱含生态治水智慧。当前

我国城乡建设发展迅猛，一些传统的调蓄水设施被

现代工程所替代，固有的雨洪体系面临消失、断裂

等困境。因此，探究中国地方城市传统生态治水智

慧能为构建具有自适应性的防洪体系提供历史经

验，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气候变化适应理论。 

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就气候变化适应和气候变

化减缓开展了大量研究。欧美国家长期处于气候

变化认知的前沿，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低

影响开发理论，依托景观建设对城市雨水实行生态

化管理 [3]。英国提出了可持续排水系统，并在多个

社区开展了实践，提升了雨水蓄存、屋顶绿化、渗透

路面的技术 [4]。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也

相应开展了水敏性城市设计、海绵城市、低碳城市

等水适应规划实践。中国开展现代水治理研究起

步晚于西方国家，在引入西方雨洪管理技术后，虽

在一定程度缓解了水环境问题，但其治水的理念并

不完全适合国情，如近十余年我国海绵城市试点工

程，在应对特大暴雨等极端天气时，约有 50% 的试

点城市仍然发生严重的内涝 [5]，因此，挖掘中国古

代生态治水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者从水

利发展历程、水利工程类型、典型水利工程研究、防

洪减灾、水土保持、农业灌溉等方面研究了中国古

代水利建设，总结了中国古代水利规划的思想 [6-9]；

探讨不同地域的治水策略，并解读了不同水土环境

与城乡聚落的空间关系，如王晞月 [10] 从陂塘调蓄

水、军事防御、漕运、城市景观等方面解读中国古代

生态治水智慧，并将城与陂塘关系归纳为“绕、嵌、

邻、离”等形态；许继清等 [11] 探讨了黄泛平原地区

“环城湖”的城市防洪减灾策略；郭巍等 [12] 探讨了

萧绍圩田地区城乡聚落与山、塘堰、溇港等的空间

关系，探讨了圩田景观的层级性、整体性、衍生性等

问题；针对沿海地区传统生态智慧，多探讨海塘工

程建设与聚落空间分布、土地利用、景观营建、军事

方位等的关联 [13-14]。可见，中国古代治水方略具

有多样性、地区性和广泛性等特征，且普遍体现了

古人尊重自然、利用自然、低成本、低技术等生态理

念，这与西方的防洪思想、雨洪管理体系有较大差

异。在生态文明传承的今天，古代生态治水理念能

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促进现代防洪体系的构建。

现阶段关于传统生态治水的研究多集中在著

名水利工程、典型水系格局地区的研究上，对于广

泛分布于国土上的一般县城研究较少。长乐地处

福州市域东部，临海而建（图 1）。2017 年，长乐

正式撤市设区，成为福州市东拓发展的重要门户。

2021 年 7 月福建省政府发布了《福州都市圈发展

规划》，意在促进福州省会城市的区域影响力，长乐

区作为福州市对外空港窗口，将迎来空前的建设与

发展，但也面临着气候变化所带来一系列影响。在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长乐区内部分内河、湖塘被填

埋，区域水网格局割裂，在频发的极端暴雨天气下，

长乐多次遭受严重内涝。2018 年，地方政府组织

编制了《长乐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以解决城市建

设水安全问题，但其防洪排涝的效应并未得到较好

体现。因此，本次研究以福建长乐为例，探讨沿海

一般县城的古代生态治水智慧，尝试为地区防洪体

系构建提供新思路，以期丰富我国传统人居环境营

建理论。

1  长乐古代防洪体系概况

1.1 长乐区概况

长乐地处闽江口南岸，城市三面环水，西、北图 1 福州市长乐区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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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闽江，东临海，属低山丘陵地貌。境内被自北向

南的低山分割成东部海滨冲积平原和西部河谷冲

积平原。长乐原陆域面积小，今东部海滨平原在

早期皆为海域，经过长期的泥沙淤积和人为筑塘

修堤、围海造田，形成今日的长乐岸线，因此，境内

整体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图 2）。同时，长

乐境内水系多发源于山脉且纵横交错，形成了洞

江水网、南洋水网和北洋水网，现今流域面积约 

485 km2。另有西湖、东湖、福湖、天塌湖等水体，面

积约 1~2 km2[15]。据民国版《长乐县志》灾祥记载，

长乐自唐代立县便常遇洪灾、海潮、风灾、旱灾及饥

荒等灾害（表 1），其中旱灾最为频繁，由此引发粮

食紧缺与饥荒 [16]。因此，为应对旱灾、饥荒等灾害，

长乐地区自古重视调蓄水设施建设，如湖、陂、塘

等，以确保农业灌溉和居民生活用水，进而保障粮

食生产。

表 1 长乐唐朝至民国时期主要灾害一览表

朝代 旱灾 洪灾 暴雨 饥荒

唐 1 -- -- --

宋 9 2 3 5

元 -- -- -- 3

明 12 6 6 --

清 7 6 5 --

1.2 长乐古代防洪体系的发展历程

本次研究梳理了长乐唐立县至清代防洪体系

建设历程，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起步阶

段，主要指唐及以前，这一阶段的防洪建设重点在

于“蓄”，修筑了严湖（今长乐潭头镇西湖）、滨闾

湖（今长乐文岭镇东湖）、桃坑湖等大型蓄水设施，

以汇聚山泉水、地面溪流、雨水等，满足农业生产需

求。第二阶段为繁荣发展阶段，主要指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除了修筑了大塘、横屿湖等蓄水设施外，

开始修建陈塘港、岭柄港、元祐港，开凿了黄坑山港

道、护城河等重要输排水设施，配建陈塘斗门、潘定

斗门、大浐斗门等大型控水建筑，实现水资源的整

体调配，港道除了具备输排水功能外，还能连接沿

线大大小小的沟壑，扩大农田灌溉面积；沿海岸线

修筑了大型堤坝、海塘以抵御海水入侵，这一时期

的防洪体系建设基本奠定了长乐境内的防洪格局。

第三阶段为补充完善阶段，主要指明清时期，这一

阶段在沿用前朝修筑的水利设施基础上，酌情新筑

小西湖、古县塘、山兜塘、莲塘斗门、湖圳斗门等小

型设施，以完善整体防洪体系。

长乐先民在土壤咸卤、淡水资源匮乏的情况

下，构建了拒咸蓄淡、湖港互通、调节有效的具有地

方适应性的城市给水、排水、防洪综合体系，实现水

资源整体调配。现今长乐境内保留的陈塘港、莲柄

图 2 长乐水陆变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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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西湖、北湖等设施仍发挥防洪排涝、风景营建、

农田灌溉等功能。因此，挖掘本土生态治水智慧，

对构筑沿海丘陵地区雨洪管制体系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对长乐滨海新城建设和海绵城市建设具有

现实意义。

2  长乐地区古代治水机制解析

吴庆州先生将我国古代城市防洪治水经验总

结为“防、导、蓄、高、坚、迁”的六字方针 [17]，本次研

究结合六字方针，从宏观全域水环境治理、中观城

市选址、微观城市内部空间三个层次分析长乐地区

治水机制、行政管理方法及公众参与制度等内容，

提炼其中的生态治水智慧。

2.1 全域水环境治理机制解析

长乐地区全域水环境治理方法主要运用了

“防、导、蓄、坚、迁”，以实现趋利避害。“防”主要

通过修筑海堤、河堤、海塘等方式阻挡洪水，使洪水

不致侵入居民点。历史文献所记载的长乐防御性

水工建筑主要有海堤、海塘、堰、埭、坝，清末留有海

堤 5 处、海塘 12 处、堰 14 处、埭 3 处、坝 3 处，其中

海塘兼具抵御海水、内聚淡水、灌溉农田等多重作

用，是长乐地区赖以生存的首要防御工程。为提高

海塘的使用寿命，古人在海塘淡水储蓄周边广植树

木、巩固水土，在营造绿色生态景观的同时，发挥防

风固沙、保持水土的作用，形成了“筑海塘-保农耕-

兴交通 - 人兴旺 - 景优美”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导”与“蓄”是两种紧密关联的治水方法。

“导”指疏导江、河、沟、渠以降低水位；“蓄”指调

蓄雨洪，干旱时以蓄为主，暴雨或久雨时以导为主。

长乐先民利用长乐地势南高北低的特点，引入分区

治水理念，即南部以湖面、陂塘、浦等为主体，储备

淡水；北部多修港道、沟洫，与境内自然水系形成

经纬纵横的水网形态，疏导水流。《长乐县志》所

载：南部“以南陂为经，三溪等处其纬也”，北部“太

常溪、元祐诸港为其纬也，统汇于王墓闸，以陈塘

为经，水之归海也。”同时，线型的港道、沟洫、圳

宛若“藤”与点状的湖、陂、塘、浦、坑等“瓜”串联，

利用斗门等控水建筑调节蓄水设施，保证全域供

水平衡，使南部地区晚禾可收，北部地区春涝不致

淹苗，形成了长乐地区“经纬纵横”的水网形态和

“长藤结瓜”式的有机蓄排水系统（图 3）。

“坚”指通过坚实的建筑物以抵御洪水。长乐

区域性的挡水建筑包括两方面：一是阻挡海水入侵

的海堤、海塘，二是沿湖、港等修筑的堤坝，其坚固

要点包括建筑材料的选择和后期维护。据史料记

载，长乐古县塘便以大石为基，覆以三合土构筑坚

固的海塘；确立陈塘港每十年清淤一次的规则，同

时严禁清出的淤泥堆积于港道两侧，以避免雨水将

其再次冲入港内，而应运往附近的农田，既可抬高

农田高程，亦可提升农田肥力。

“迁”在区域层面主要指水系形态的改变，以提

升行洪效率。长乐地方官员勘察土壤，购买或征用

低产田、废弃土地等，以扩充湖面、拉直港道，增强

水利设施的吐纳能力。

2.2 城市选址布局的治水机制解析

城市选址中的治水方略主要应用了“迁”“高”。

“迁”主要指迁城以避水患；“高”指择地势较高处

建城建楼，以减少洪水侵扰。在唐代初立县时，长

乐建城于临海的敦素里（今古槐镇），该地地势低

洼，居民多患有湿疹，后防御史董玠于唐肃宗元年

（760 年）将县治移至今吴航古城。从当下长乐地

形图可知，旧县治所处的东部滨海平原高程在 2 m

左右，吴航古城所在的西部临江平原高程在 3~5 m

之间，地势相对高爽，且东面有低矮的山丘庇护，可

阻挡东南面而来的海风，使新城址避免潮湿，亦可

缓受海潮、海风侵扰（图 4）。

2.3 城市空间的治水机制解析

城市防洪体系为区域水环境治理的子系统，

与区域防洪体系具有嵌套、共生的关系，且其治水

机制覆盖了“防、导、蓄、高、坚”多个方面的内容。

图 3 经纬纵横，长藤结瓜式的防洪体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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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和“坚”指城市建造了坚实城墙以御洪水，同

时应用耐浸泡的建筑材料，使城墙能经受长时间浸

泡而不致坍塌。“高”主要指城中主要的公共建筑，

如县衙、文庙、城隍庙、祠堂等，都布局在城市中、北

部地势较高处。“导”和“蓄”主要体现在对自然水

系和地势的利用。长乐背靠六平山，故整体地势北

高南低，资圣溪、观音溪自北向南流经城区，筑城时

分别于南北两面城墙各修筑水门两座以控水。南

城门内，利用低洼地势，修筑了文洽浦接资圣、观音

二溪之水，作为城中最大的蓄水设施。城南外修筑

护城河，汇城东诸溪水并连接资圣、观音两溪，最终

共同流入城西的马江，形成“溪 - 浦 - 水门 - 护城

河 - 马江”的排蓄系统。与区域排蓄体系相比，城

内的排蓄体系未设置大型控水设施，而充分利用自

然地势高差，使重力做功，通过微调整地形，形成系

统的行洪通道，配合分散布置的浦、塘等蓄水节点，

实现城内旱涝灾害的应对，极具生态价值。同时，

城池内外依托水系建有太平桥、下橹桥、阜民桥等

桥梁 13 余座，多向的交通联系也是城市防洪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确保水位上升时物资、人流互

通。城市内外水系互通，也使得舟船便捷出入城内，

城中的太平桥成为郑和下西洋时重要的驻留处，带

动了地方商业的繁荣发展（图 5）。

另外，城市是人文华育的重要空间。旧时长

乐“人文凋敝，则风气滞壅，襟抱亏疏也”[20]，为振

兴长乐文风，明知县夏允彝修筑暗沟，引文洽浦水

入文庙的泮池之内，互通潮汐，“通雍泮，焕为文

明”，营造了“浦水潆洄与山光相辉映，环绕圣宫左

右，芹藻借以增芳”的城市文化景观。泮池、暗沟

的价值不仅在于创造景观，更在于收集小范围雨

水，是早期海绵城市理念的体现。

2.4 行政管理与公众参与

长乐境内可耕作土地面积少，常出现沿港道

筑房、捕鱼、种田、填湖种地等现象。为维持全域

水环境安全，历代官员皆设立水则，刻碑立于水域

边界，并成立水利公局，选举总董事、副董事、财务

董事 20 人管理水利事务，为避免管理人员内部包

庇等行为，实行每四年轮岗制。另外聘请人员定

期巡视湖案、港堤等地，请专员日夜看管斗门闸，

严禁私自开闸门泄水等行为，建立了一套自上而

下的管理制度。

在古代农耕时期，湖塘港道的定期清淤或维

修，都需要全民参与才能拥有足够的劳动力，因此

多以水利设施的服务范围作为劳动力分配机制，

也保证片区管辖与水利治理的一致性，最终通过

全民参与水利设施的维护，提高居民的防灾意识。

另外，长乐区内不乏舍己为民的乡绅，舍田为湖、

舍田作港，如严湖，为南朝陈太建年间十三都人严

光舍田为之；滨闾湖，唐大历五年后里人仓曹林鶠

舍田为湖；桃坑湖，相传五代时十都人房洗，舍田

为之；横屿湖，宋林高二公舍田为湖，体现了长乐

地区人民舍己利民的奉献精神。因此，充分的集

体参与、社会资本力的投入都是促进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的重要力量，更是古代生态治水智慧的重

要组成部分。

2.5 长乐地区生态治水智慧凝练

长乐地区的古代治水囊括了国土流域整治、城

图 4 唐代长乐县治迁址图

图 5 长乐县城蓄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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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划、建筑设计、工程技术、行政管理、公众参与

等多方面的内容，既包含了以技术为主的防御性建

构筑物，也包括具有自适应力的生态雨洪系统规

划，饱含生态智慧。本次研究将长乐地区的生态治

水智慧提炼为四点：

（1）南蓄北疏，分区治水。该生态智慧强调规

划者对全域地形地貌、水文环境进行详细调查，通

过梳理区域水文特征，做好分区规划，以最少的人

工干预建立全域防洪体系总框架。

（2）导蓄一体，防导结合。自古人类便深刻体

会以防为主的防灾工程不能彻底应对自然灾害，长

乐先民在分区治水的总方针基础上，利用低洼地、

自然山体修筑湖、塘等蓄水设施，补充区域水网密

度，串联大小湖塘，均衡导蓄系统的服务范围，创造

了导蓄一体为主、防导结合的生态防洪体系，是协

调自然、适应自然的生态治水思想。

（3）因地制宜，居高而处。长乐经历了由东向

西迁址的过程，是适应自然环境的营城态度。新城

址选择地势较高的吴航地区，同时城内的水利营建

利用天然地势高差，确保行洪通道安全有效，体现

了遵循自然、解锁自然的生态治水思想。

（4）严立法则，全民参与。长乐先民通过制定

法规以约束居民，制定章程以规定防洪设施的疏

浚、维修等人力、物力、财力的分配，重视自上而下

的管理体系构建。同时，古代全民参与式的雨洪分

散管理制度，也是生态治水智慧社会化、普遍化的

重要保障，使得居民在长期参与过程中积累经验、

传承技艺，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所难实现的 [5]。

3  长乐地区生态治水智慧的当代启示

我国现行的防洪体系规划多基于西方的雨洪

管理知识，对于中国绵延千年的传统生态智慧并未

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次研究以中国普遍存在的一

般县城为研究对象，期望引发相关思考。古代长

乐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海平面上升、风暴

潮、海岸侵蚀等问题时，产生了分区治理、防导蓄结

合、官民共谋等传统生态智慧，对当前长乐乃至其

他城市构建具备自适应力的防灾体系都具有启示

意义：

（1）尊重、顺应自然，重拾朴素治水理念。古

代的工程技术水平远低于当下，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成为古人治水的必然选择，长乐地区从区域水

文梳理到城市选址到城市景观营建，无不体现了

古人对当地地形地貌、水文、气候等的全面解读，

才能以最小的投入建设家园，使家园免遭灾害，进

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人居环境。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也是我国诸多城乡聚落屹立不倒、传承

千年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与习总书记

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体规划思想不

谋而合，即了解、尊重、顺应自然资源，摸清当前

水环境所存在的问题，才能构建有效的治水体系。

传统生态治水理念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凝聚了具有东方特色的区域规划、城市规

划、生态规划思想，梳理历史水网格局，传承传统

治水方略，是构建古今共生、共融且具有地方适应

性的城市防洪体系的关键。

（2）构建多层级防洪体系，实现上下联动。古

代长乐地区的防洪体系构建县域、县城、城内三个

层级的防洪系统，县域层面通过分区治理、导蓄结

合等方式构建全域水网格局，从而协调用水季节性

差异的问题，为全域民生问题做好保障；县城层面

则通过高地营城、低处流水的方式，通过竖向设计

将城市雨洪疏导至城周；城内则依托互通水系营造

了丰富多样的景观，构建了“宏观 - 中观 - 微观”

上下联动、高效低碳的防洪体系，体现了高超的综

合协调规划思想。因此，将历史时期分区、分级治

水的生态智慧融入当代城市防洪体系，更有利于提

升长乐地区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促进全域生态安

全的建设。

（3）多主体、多学科协作，推动防洪体系的多元

共建。当下城市防洪体系建设多被视作相关专业

领域的工作或政府职责，公众对突发灾害、气候变

化的认识相对不足。而古代城市防洪工程修建、保

护与周边居民息息相关，地方官员与居民建立了多

元协作的关系，每家每户都要参与水利营建的全过

程，诸多工程技术掌握在基层居民手中，这些都是

当前社会所未及的。因此，政府部门更应加强社区

防灾避灾的宣传工作，普及极端天气灾害知识，提

升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社会灾害风险管理能力，充

分发挥政府力，融合自然力、技术力、社会力和资本

力等城市发展驱动力，形成极具历史智慧的防洪体

系（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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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长乐古代先民融合自然力、政府力、社会力、

技术力、资本力多元共建，形成了具有地方自适应

的防洪体系，为当前城市建设应对气候变化提供

了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次研究首先从“防、导、蓄、

高、迁、坚”六大方面解读长乐地区在全域水环境

治理、城市选址、城市空间营造等方面的治水方

略；其次综合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治水方

略，将长乐古代生态治水智慧总结为“南蓄北疏，

分区治水”“导蓄一体，防导结合”“因地制宜，居

高而处”“严立法则，全民参与”四个方面；最后，

结合自然力、政府力、技术力、社会力、资本力五大

城市发展驱动力，尝试构建融合生态治水智慧的

城市防洪体系框架。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单靠资金投入建设基础管

网已不能完全应对多样化的气候灾害，如何建设具

有灾后影响低、恢复力强的适应性防灾工程，将是

未来城市建设发展的重点。本次研究以古代长乐

地区为例，提炼了其生态治水方略，为福建省古代

水环境治理研究做出补充，为长乐地区构建韧性、

安全的生存环境提供思路，也为后续一般县城古代

生态治水智慧的研究提供个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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