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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工程是人类为兴利除害而自觉创造的成果，除了实用、安全的要求之外，还应当遵循人类

创造的基本规律———“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水工程有着不同于一般工程建筑的特殊性，衡量其

美学价值也应当从水工程自身特点出发。中国历史上的水工程，因距离统治阶级的直接享受较远，

在美学价值方面一直不受重视，新时代的民生水利要求自觉追求水工程的美学价值。构成水工程

美学价值的主要元素有：水体的形象美、水工程建筑物的美、附属物的形象美、工程与环境的谐调之

美、地域文化之美、水工程管理中的形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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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工程也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水工程是以除害兴利为目的，经过人的实践劳

动而形成的由水体、水工建筑物及相关内容组成的

建造成果。现代意义上的水工程大致包括防洪工

程、水力发电工程、灌溉工程、调引水工程、供水工

程、运河工程、航道工程、港口工程以及水利枢纽工

程。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水（利）展览馆、水

（利）博物馆，是与水密切联系的工程，也可以包含在

本文所说的“水工程”范围之内。

水工程是人类有意识的创造。水的自然状态不

能完全符合人类的需要，只有修建水工程控制水流、

水量，防止洪涝灾害，并进行水资源的调节和分配，

才能满足生活、生产的需要。水工程是人类为改变

自身处境而进行的自觉的创造，具有鲜明的文化属

性。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也是水工程的灵魂，有

文化内涵的水工程才是完整的乃至完美的。

美学价值是水工程文化内涵中的一个重要内

容。优秀的水工程不仅符合科学技术标准，而且应

当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审美观赏价值，经得住时

代检验。工程建造是人类的创造性劳动。马克思在

辨析人与动物在生产劳动上的区别时，说过一段著

名的话：“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只生产它

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

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并由此而提出了

一个重要的美学观点：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

的生产之所以是全面的，不同于动物的，就在于其劳

动成果除了满足实际功利需求之外，还内在地运用

了超功利的尺度———审美的尺度。北京的卢沟桥是

交通工程，也是水工程。从实用角度来说，桥的作用

无非是桥下流水，桥上过车行人。但是卢沟桥的著

名不仅在于这些实用功能，它建筑工艺精美，桥上雕

刻的石狮子，一个个栩栩如生，花样繁多，以至于难

以知其确切数字（北京有一句老话：“卢沟桥的狮子

———数不清”），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再加上它是

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地。这些美学的、文化的元素

使得卢沟桥超越了桥的一般意义，而成为一座历史

文化名桥。

文化学者把文化品位分为几个不同层次：日常

生活品位、艺术审美品位、价值理解品位。日常生活

品位 属 于 通 俗 的、普 及 层 次，后 两 种 属 于 提 高 层

次［#］。长期以来，对水工程的衡量标准主要是安全、

实用。这种要求当然是必要的、合理的，但不应当因

此而排斥其他方面的要求，水工程应当超越日常生

活品位，努力将高层次文化品位融入工程建造之中。

注重水工程的美学内涵，提升水工程的文化品位，是

发展现代水利的必然要求。反之，如果把一个缺乏

审美价值的水工程置于社会公众视野之中，即使它

能够适合实际应用，但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那么它仍然是有缺陷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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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工程美学的特殊性

认识水工程美学不能脱离水工程的特殊性。水

工程广义上属于土木工程类，与一般建筑工程有相

似之处：它们都具有双重属性———物质性和精神性；

都有空间的固定性和时间的延续性。但水工程与一

般建筑工程的区别在于：水工程从古到今都是“致用

为先”，功利目的占首位，而不像有的建筑那样将形

式美因素、观赏效果、艺术氛围等作为建造的首要目

的。建筑理论家指出，建筑的精神文化品位有 ! 个

层级：最基本的层级是与物质功能紧密相关，体现为

安全、实用、舒适，在物质功能基础之上追求精神功

能。中间层级与物质性因素相距稍远，在上一层建

筑美的基础上运用“形式美”规律，造成“形式美”。

建筑文化精神的最高层级距离物质因素更远，要求

创造出某种性质的环境气氛，表现为一种情感、思想

性、感染力［!］。根据历史和实践来看，水工程多在上

述最基本的层级上有所追求，有所创造，大多数难以

进入中间层级，更难进入最高层级。一座水工程，不

可能追求如央视新大楼（“大裤衩”）、广州电视塔

（“小蛮腰”）那样的艺术效果。它不要求在脱离物质

功能之外单独创造形式美，也不可能远离实用目的

而追求进入纯粹艺术美的范畴。水工程的基本功能

是行水、承载水、兴利除害，其文化品位是在实现物

质功能的基础上追求物质材料与物质条件、物质手

段相统一，达到“美”与“真”的统一；在安全、实用的

前提下追求有意味，耐观赏，耐品评，体现“美”与

“善”的统一。在保证实用功能的前提下，既有“悦

目”的视觉效果，又有“赏心”的精神陶冶作用，这样

的水工程，就可称为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与此相联系，评价水工程美学价值的尺度也应

当与其特殊性相结合。

水工程美学的基本特点是外在显现与内在蕴含

的结合。“外在显现”是指这类水工程的文化特色表

现为鲜明的视觉形象。水工程本身具有实体的物质

造型特征，它的美属于景观美的范畴，而且是实体性

的景观，不是像摄影、绘画、影视之类符号化的景观。

一个美的水工程，其自身的形象给人们带来赏心悦

目的视觉美感，只要一接触即可发现其与众不同。

“内在蕴含”是指其美学内涵不限于外在的直观形

象，视觉可以捕捉到的特色只是其显性内容，它内在

还包蕴一定的隐性内涵。赏心悦目的事物一般都具

有直观的形象美，但“看起来很漂亮”不是美的全部

内容，视觉观赏获得美的印象只是审美的起点而不

是终点。一个具有美学特色的水工程，还需要结合

观赏者的审美经验和文化积累，经过深思、回味、联

想甚至学习、研究等心智活动，才能将直观的视觉美

印象推向深入，领悟和把握其中的哲学思想、文化理

念和美学意蕴。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具有较高美

学品位的水工程，不是单靠外表的“漂亮”炫人眼球，

内在更要具备深厚的内涵，经得住品评和回味。

如，被誉为“皖南都江堰”的鱼梁坝，是古代徽州

（歙县）最大的水利工程，它建在新安江支流———练

水之上，是由巨石砌成的滚水坝，既可蓄上游之水，

便于灌溉，以利通航，也可缓坝下之流，可以防洪。

坝身高低间隔，鱼类可以在坝上激流中通过，不妨碍

其巡游，故名“鱼梁”。坝始建于唐宋年间，现存石坝

为明代重建。如此著名的水工程，由于是矮坝，在枯

水季节，单看其坝身，以条形石块砌成，年深日久，局

部有许多坑坑洼洼，乍看并不雄伟（图 "）。因此，有

一些游客网上留言，评价为“一般般”。

图 " 皖南鱼梁坝坝身

其实，鱼梁坝这样的古代水工程，不能用“一看

就很漂亮”的标准来衡量。从水工程建筑角度看，鱼

梁坝有很多值得品位的美学元素。古代没有混凝土

浇筑，用数量众多的巨石砌成大坝，坝身坡降合理，

整体线条流畅，与流水之势浑然一体，实属高超的建

构。坝身又有高低之分，枯水季节也可以保证游鱼

通过。坝的一端连接苍翠的青山，另一端与白墙黛

瓦、鳞次栉比的皖南民居相邻（图 # $ !），构成一幅

天人合一的优美画面，具有较高的美学含量。

图 # 鱼梁坝一端———青山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中国建筑总是

与自然调和，而不反大自然，它不像欧洲歌德式建筑

突然凌空而起⋯⋯它也不矫揉造作⋯⋯它利用地

形、树林和山冈的自然美丽。”［%］水工程一般建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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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鱼梁坝另一端———古镇民居

广阔、开放的自然空间之中，比一般建筑更加注意与

周围环境的和谐。成功的水工程建筑物看起来不是

生硬摆放的人造物体，而好像是从周围的生态环境

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体现了“人力营造”与“天公造

化”的和谐统一。鱼梁坝的选址和建筑就是体现了

这一特点。古代的都江堰、灵渠，当今的三峡工程，

更是如此。

三、重视水工程美学价值是时代的需要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治水促成了国家的建

立，形成了国家的管理机构。但从最根本的目的上

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兴修水利不是真正的为

“民生”，而是为“官生”，因为旱涝影响农业收成，影

响“官粮”，进而影响社会安定，最终影响政权统治。

因此，历代统治者说“治水为治国之本”，是从这个意

义上着眼的。总之，其时的治水，归根到底是为皇

权、官府等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

这种治水宗旨对水工程的美学内涵有着直接影

响。众所周知，凡是规模稍大的水工程一般属于公

共工程，即依照“公家”意旨、由“公家”组织实施修建

的工程。在公共工程中，宫殿、陵墓、官署、府第等建

筑物直接为少数统治者享用，寺庙、神殿之类直接体

现统治者的精神需求，它们的建造必须适应统治者

的美学需求。而水工程一般不在统治者直接享受的

范围之内，两者距离比较遥远，统治者的利益、意志

必然影响到水工程的美学价值。

西方社会学家魏特夫在其研究东方社会的著作

中，把公共工程分为治水工程和非治水工程。他认

为，这两类公共工程的建筑形象有着明显的区别：

“由于实用的、美学的和社会的原因，治水工程常常

不如非治水建筑那样给人深刻印象⋯⋯从美学的观

点说，大多数治水工程主要是为了功利主义的目的

而修建的，可是统治者和教士的住宅、供人膜拜的殿

堂和伟人的陵墓都力求其建筑美观。从社会意义方

面说，组织人力和物力分配的人就是特别地和直接

享受许多非治水建筑利益的人。因此，他们迫切希

望使这些建筑物（宫殿、寺庙和都城）都极尽美观之

能事，而对所有其他工程则极少下工夫。”［"］

魏特夫也指出，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某些

水工程也可能具有实用的美感，但那是由于这些工

程往往靠近权力中心。就中国社会的历史事实来

看，在权力集中的城市（特别是皇城），水工程也会建

造得美观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紫禁城的护城

河以及紫禁城内的中海、南海，颐和园内的昆明湖

等，因为那是明清两代皇家的苑囿。还有一些城市

做得精致美观的水工程，往往是达官贵人的私家风

景，如，南京玄武湖原为皇家园林，莫愁湖为明代开

国重臣徐达的私家花园。称其为“公共工程”只不过

官费修建、民众劳力而已。

魏特夫强调：“这些次要倾向并不会改变两个基

本的事实：大多数治水的和非治水的公共工程在美

感上不如皇宫和官员府第、寺庙和陵墓那样突出，从

艺术和艺术效果的观点看，最重要的治水工程———

沟渠和堤坝最无观赏价值”［"］。

魏特夫对中国水工程建筑形象的分析评价基本

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供皇权和官员直接

享用的公共工程修建得美轮美奂，一般公共工程就

要相形见绌，而对整个社会最为重要的水工程因其

不能供皇权和官员直接享用，却最不注重美学观赏

价值。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古代艺术家经常会从审

美角度欣赏水工程，以至于把水工程写入其艺术作

品之中。古代咏隋唐运河和京杭运河的诗歌，很多

都写到两岸的绿树垂杨，河中的樯橹风帆。宋代著

名画家李唐的《清溪渔隐图》（图 #），把一座水磨坊

绘入画面，随水而转的水车轮子占据画面中心地位。

图 # ［宋］李唐《清溪渔隐图》

新中国成立之后，水利真正成为“为民生”的事

业。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加上传统观念的影

响，水工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偏重实用效益，强调

实用、安全，在美学内涵方面重视不够。$% 世纪 &%
年代以来，民生水利的内涵大为拓展，水利事业的社

会效益不再局限于实用角度的考量。有水利专家多

年前就指出：“未来水利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

努力营造清新优美的水环境，提高人居环境质量，为

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重要支撑⋯⋯水工程只有发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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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效应，才能更生动更和谐更富有活力。”［!］水工程

的实用目的与美学追求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应当

结为一体，建造具有美学观赏价值的水工程，是民生

水利的应有之意、分内之责。目前对水工程美学价

值的关注，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全面落实民生水

利的新理念。

四、水工程美学价值的构成元素

水工程的美学价值，与工程建造结为一体，同时

又与“水”密切相连。择其要者，有以下元素：

" #水体本身的形象美

水工程是行水的。不论是静态的蓄水还是动态

的流水，水体都是构成水工程景观的必要组成部分，

人们观赏一处水工程时，“水”与工程建筑物是作为

一个整体进入观赏者视野的，而且通常是接触“水”

的形象先于工程建筑物。水体的美包括水质的清

澈，水形的变化（或直，或曲；或宽阔浩瀚，或形态各

异；或平如镜面，或波澜起伏；或平面流淌，或奔涌而

下⋯⋯），水色的差异（或深邃幽蓝，或青翠碧绿，或

浊浪翻滚，或激流飞湍卷起千堆雪），水势（或平缓，

或落差，或有平有落⋯⋯）。水工程建成之后，水主

要是为人所“用”（泄洪、蓄水、引水、浇灌、发电、航

运、养殖等）的，但就美学价值来看，水体本身的形象

美同时也为人所“观（赏）”，引发沉静陶醉或心灵激

荡的审美愉悦感。

$ #水工程建筑物的形象美

水工程建筑物主要包括堤、坝、闸、涵、桥、厂房

等，它们的美学价值属于建筑艺术之美。具体体现

在建筑物的结构、造型、色彩、装饰艺术（灯光及其他

装饰手段）等方面。水工建筑物从来都不是珍藏于

深院的袖珍景观，它有较大体量，一旦建成，就是向

公众开放、引人注目的社会公共景观，是社会群众观

赏的对象，因此在保证安全、实用的基础上应当重视

发挥其美学功能。如，南京外秦淮河的三汊河河口

闸，位于秦淮河入江口，该闸避开了通用的直立式造

型，建成双孔护镜闸，像时髦女郎把眼镜掀起在头

上，形象新颖、美观。与普通钢板闸的黑灰色相比，

闸身亮丽的白色明显更有视觉美特色（图 %）。该闸

现已成为外秦淮河整治工程的点睛之笔，获得了中

国水利工程最高奖———大禹奖。入夜，灯火辉煌，成

为城市的一处亮丽景观。

再如浙江绍兴曹娥江大闸，被潘家铮院士誉为

“中国第一河口大闸”（图 ! & ’），位于曹娥江河口的

钱塘江畔，扼江水、海水分界处。大闸长约 ’(( )，$*
孔，对应天上二十八宿。闸分为上、中、下三层，形象

如长虹卧波。江中 % 个主墩上的控制室，造型如 %
只海燕从海面飞翔而来。大闸的美丽形象在远处即

可望到（图 *）。加上闸区周围以治水文化、海塘文

化、流域文化、星宿文化、观潮文化为主题的水文化

附属设施建设，使曹娥江大闸在发挥重大水利效益

的同时，也成为浙东新的文化景点，现已成为国家水

利风景区，并于 $("" 年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

图 % 南京外秦淮河三汊河闸

图 ! 浙江绍兴曹娥江大闸 "

图 ’ 浙江绍兴曹娥江大闸 $

图 * 浙江绍兴曹娥江大闸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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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工程附属物的形象美

较大规模的水工程，通常在主体工程之外还有

一些附属建筑（如服务设施），并有植被、绿化、形象

标志等，它们都是水工程景观的组成部分。特别是

依托水工程的水利风景区，这些附属物作为风景区

的组成部分，其形象美也是文化内涵和品位的体现。

如江苏泰州引江河工程，是一条长 #$ %& 的人工河

道，南连长江，北接新通扬运河，纵贯泰州城区。引

江河的建设，在有形功能方面，是增强南水北调的供

水能力，提高里下河地区和通南地区的灌排标准，促

进苏北地区的航运发展，为苏北地区改善水质、沿海

冲淤保港、实施滩涂开发提充足水源。在工程建设

中，不仅水闸、船闸造型新颖独特，而且通过园林手

法在沿河两岸进行植物配置，把引江河建成了江苏

省第一条生态化、园林化的综合性水利工程，被誉为

“东方莱茵河”，充分发挥了水环境的生态功能和环

境功能。景区内建造了旅游酒店———沃特龙（英语

“’()*+”与汉语“龙”结合而成的词语）大酒店，还建有

标志性雕塑———飞扬的“水”字（图 , - ./）。#//0
年，引江河工程成为国家水利风景区，是江苏省较早

进入国家水利风景区的水工程单位，多年来已成为

颇有名气的旅游目的地。

图 , 江苏泰州引江河工程的沃特龙酒店

图 ./ 江苏泰州引江河工程的“水”字雕塑

$ "水工程与环境的谐调之美

前述皖南鱼梁坝的位置即体现了这样的美学元

素。再如徽州的“水口”，也是具有鲜明徽（州）文化

美学特色的水工程。在徽州，很多村落的入水口和

出水口是统一的，村民沿水流建造房舍，户户傍水而

居。据徽学研究者考证，水口是中原汉文化与徽州

土著文化交融的产物，目前已成为独具特色的徽州

文化的内容。水口，不仅担负着村落入口、分界、用

水、防卫、休闲、绿化等功能，也是村民命运前程的一

种精神象征。徽州人将水口看作地之门户，视建水

口为创基业，每个村落水口都是精心布局设计。水

口，置于村头或路口，是整个村中风景最美的地方。

百年古树，枝繁叶茂，树冠如盖；有怪石嶙峋，有亭榭

庙宇，有石桥、泉水叮当，一派生机盎然。山、水、树

是徽州水口的三大要素。理想的水口是，两山对峙，

涧水环匝村境。水口林是聚集村中旺气的屏障，力

求达到“绿树村头合”的意境，而潺潺流水，则是水口

布局的灵魂，在选景位置上常以桥“锁关”，辅以亭、

堤、塘、树等镇物（图 .. - .#）。民间工匠在水工程

中融入了造园工艺，体现了朴素的美学元素，使水口

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水口有“水口坦”，可供村

人聚会、或男女老少玩憩。随着水口的不断营建，这

里就会成为村中风光宜人之场所：溪流潺潺，花红柳

绿，山清水澈，塔亭屹立。不仅地方俊彦流连于此，

咏答唱和，父老兄弟出作入息，也相会于此，聊天作

乐，呈现出一派祥和与宁静。“水口”的建造，体现了

“道法自然”的原则。从精神角度看，水口的风水观

念来自徽州的地域文化传统；从物质角度看，与徽州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这里有山，有水，植

被茂盛，树木葱茏，降水充沛，水流长年不息。在此

自然环境之内生活，讲究天人合一，融入徽俗民情，

荟萃生活情趣，使人与自然和谐，成为具有浓郁地域

特色的乡村水工程。在村落用水的实用功能之外，

凝聚了更多的人文功能和美学功能，具有较高的文

化品位，并逐渐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水口文化。

图 .. 皖南水口

0 "水工程的地域文化之美

人类的工程建造在很多方面受地理环境的影

响。“人法地，地法天”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观念。

成功的水工程，通常具有因地制宜的地域文化特色，

显示出“一方水土一方人情”的文化个性和美学特

色。地域文化由很多分支领域构成：方言、饮食、服

饰、民俗、建筑等。就水工程来说，其地域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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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亭台建筑

主要体现在工程建造和管理方面。中国古代水工程

留下了一些成功的范例，如都江堰的竹笼、马槎、“羊

圈”、卧铁等治水工具，现在已成为具有地域文化特

色的水文化载体。但在当前高科技时代，交通便利，

信息快捷，地域之间的距离在缩小（全世界都即将成

为一个“地球村”），差异在减少，古代社会存在的地

域文化特色在今天会逐渐淡薄甚至消失。地域文化

个性和美学特色在高科技时代受到冲击，这是社会

发展带来的新问题。而在地域文化诸多领域之中，

工程建筑比方言、饮食、民俗、服饰等方面发生的变

化更要快。具体到水工程来看，目前在科技尺度的

统一作用下，工程材料同质化（最基本的材料是钢

筋、混凝土）、技术手段通用化、建筑风格西方化，以

至于南方与北方、内陆与沿海之间，水工程在美学风

格上雷同多，个性少。新建水工程，似乎越来越难以

保持地域文化的美学特色。其实，只要重视发掘地

域文化因素并自觉追求，即使在高科技的时代，依然

能够找到创新途径。特别在工程建筑的样式、风格

和配套设施等方面，与地域文化有着较大的结合空

间。如国家级水利风景区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

程，是“万里黄河第一闸”。工程位于黄河主河道与

引黄总干渠（“二黄河”）分启处，是内蒙古河套地区

引黄灌溉的咽喉，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其地域文

化特色也很鲜明，工程枢纽指挥中心的主体建筑，下

部是汉族平房造型，上部为蒙古包造型，体现出该地

区民族文化的亲密融合（图 !#）。工程区内还建造

了“同心锁”雕塑。雕塑主体由永固、永昌、永恒三把

巨锁锁环相扣，昂然鼎立，高 "$ %，重 "&’ (，被誉为

“天下第一锁”（图 !&）。锁体利用废弃闸门建造，命

名预示黄河安澜，雕塑具有鲜明的水利行业文化特

色，而且蕴含着该地区黄河母亲哺育下的华夏儿女

永结同心的美好愿望，象征着河套地区汉、蒙等多民

族的和谐共处。工程中的这些文化元素，显示了浓

图 !# 内蒙古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指挥中心

（图中左侧为同心锁）

图 !& 用废旧闸门建造的“同心锁”

郁的黄河文化、河套文化的美学特色。

) *水工程管理中的形象美

水工程离不开人的管理。工程建成之后，展示

在人们视野中的，除了“物”的形象之外，还有“人”

（管理者）的形象。管理活动中要有制度、纪律，管理

工作中诸多因素的总和构成一种文化环境。人创造

了环境，环境也影响人、塑造人，环境是一个单位（部

门）的文化“脸面”。特别是依托水工程的水利风景

区，管理是水工程文化内涵和品位的直接体现。现

代管理理念认为，管理是生产力，管理就是文化。按

照中华传统水文化观念，水的美德之一是“万物就化

以洁”，水总是给人以洁净、清爽的美感。因此，现代

水工程（特别是已竣工的水工程）管理，应当营造水

文化的氛围，追求环境整洁、优雅、宜人。管理人员、

服务人员要形象端庄，言行之间显示良好素质，具有

较高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这些也对水工程的美

学形象产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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