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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八卡年代中期，我有幸在绍兴工作数年，对绍兴

的历史文化、稽 LL!鉴水和1 1坚韧不拨、奋发图强的绍兴

人民，怀有特殊的亲切感情，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

象

绍兴，历史悠久，是国务院 1982 年首批公布的全

[+1 二 1- 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从有文字记载的春

秋走出 ml 连那起，己有近 2500 年的历史，如果追溯到传

说 r!II'I~舜禹 H;J 代，那就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

绍兴是·个水乡泽国，是著名的江南水乡城市。

她东西两翼有商娥江、浦阳江，二|七靠钱塘江，形成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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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流。境内河流交叉，湖泊棋布，创溪纵贯虞、睐盆

地，鉴湖三 1-六源、七十二支汇合，形成-张巨大的平

原水网，平畸沃野，一塑兀 i垢。但这种景象是从二千

多年前的山洪漫流、询潮泛滥、土地泥泞、沼泽连绵的

情况下改造过来的。

绍兴依水而生， [主|水而兴，绍兴的历史，可以说是

A部与水斗争的历史。从大禹 tfI 水、马臻开鉴、晋凿

运河、唐修沟塘、明泊湖网，通过越族人民在水利事业

上呕心沥血的经营和脱手眠足的劳动，才使潮沙出没

的沼泽平原，变成了富庶的鱼米之乡。

绍兴JJj代人才辈出，名冠 rlr 外。在悠久的历史岁

月中，在这块 F越民族聚居的 U山，-- ，经历了无数次

可歌可泣的斗争，孕育了许多名人贤杰，创造了卡分

灿烂的文化υ 在古代可以举 ;11 越王勾践、王充、王革

之、贺去n 章、陆游、 F 阳 FljJ 、刘宗)司、徐 ~t号、陈洪授;在近

现代可以举出葛江飞、徐锡麟、秋瑾、蔡元培、周恩来、

鲁迅、马寅初、丝;可帧、范文澜这样…→些杰出的政治

家、爱国志士、卓越的思想家、科学家、诗人、作家、画

家、书法家，真可谓群星璀灿、照耀史笔。 据最新统

计，在中国科学院和工程|克两院院士中，绍兴籍院士

达 53 人，这在全国城市中极为罕见。如此众多的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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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彪炳史册，是绍兴突出的特点。

绍兴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经过长期积淀，既深融

于华夏民族精神之中，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特

色。整理和继承绍兴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当前绍兴按

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和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提

前基本实现现代化，逐步把绍兴建设成经济强市、文

化名市、旅游大市的需要。

绍兴水文化是绍兴传统文化的最核心、最主要和

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此次，我有机会读到宋行标

同志苦的《中国绍兴水文化》的初稿，该书是一部融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为一体的地方文化著作。

《中国绍兴水文化》的作者对资料的搜集非常丰

富，它上起远古时代，下止当代社会，集数千年绍兴水

文化之大成，全面、翔实地记录了绍兴人民对中华民

族文化所作的突出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又不是

-般的资料收集，作者有自己明确的著作意图，重视

体现绍兴水文化的延展性，既有古代水文化的回顾，

又有现代水文化的展望，内容丰硕，纵横交叉，井然有

序，比较清晰地构勒出绍兴水文化的演进轨迹。

本书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多种研究方

法，搬取那些堪称绍兴水文化精英的典型材料，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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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透视绍兴水文化的特色，让读者不是，般的涉

猎，而是从历史和(淀 rjl认识绍兴水文化内涵深厚，意

境内远，并十分注意吸收最新成果，使全 I~流露 iit J 

股清新的时代气息" ~中国绍兴水文化》的成果，是研

究绍兴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科学技术史的

好材料 υ 相信《中 [~4绍兴水文化》的 Jij 版，必将对绍兴

人民发扬"坚韧不拔、奋发图强、崇尚科学、务实创新"

的绍兴精神，把绍兴建成经济强市、文化名市、旅游大

市起到有益的作用。

乎乎感

:.oo-'{r 兀月.' Ii F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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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水文化，源远流长，上溯 6000 余年前鲸、禹治水，下至今

日的围海造田引水治理工程。绍兴水文化，不仅是一部水文化知

识积累的巨大宝库，更是爱国、爱乡、爱人民的良好题材。

"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

境是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汉民族文化起源于黄河、长江两

大流域，水是各种文化的载体，从内涵到外延都离不开水之根

本。"①

生命起源学说告诉我们，水是单细胞生成的最根本的条件。

自它出现以后，经过无数世纪的演变，地球上便有了万物和生灵。

又经漫长世纪的演变，地球上才出现了原始的人类。于是，后人对

人类的出现、进化进行了不懈的、艰苦的学术研究工作，并取得了

卓越的成果。就这样，后人对人类史前文化的研究走向空前的繁

荣:从旧石器时代一一新石器时代一一铁器时代，以至人类发展到

高级文明阶段。人类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迁移，去探索新

的住所，向自然界索取更为丰盛的食物，从贫病的内地来到江河海

边"再也不会想到从水草丰美的河谷自愿地回到他们的祖先居住

过的森林区域去了。"①因为水草丰美的河谷有利于农业、畜牧业、
渔业以及其它制造业的发展，有利于人口的繁殖，有利于人口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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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聚居，因此给人类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

。
山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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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各种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患不断发生，因此人类曾经有过

无数次的大迁移。对第四世纪古地理研究表明，从远古起，于越部

族就居住在宁绍平原，他们从晚更新世纪，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O 当

时，宁绍平原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越，对于越部族的发展极为有利。

但是，这个平原从全新世纪开始遭到一次卷转虫海侵，到了距今

1. 2 万年前后，海岸就到达现代水深一 110 米的位置上;到1. 1 万

年前后，上升到 -60 米的位置上;到了距今 8000 年前，海面更上

升到 5 米的位置上。海侵在 6000 年前达到最高峰，使宁绍平原

西起会稽山北麓、东至四明山北麓，成为一片汪洋浅海。从此，越

族人民就开始流散，有的越过钱塘江进入浙西和苏南丘陵区，另一

部分安土重迁，留在这个地区的一些较高的丘阜上。

于越人民从一马平川、水土资源丰富的宁绍平原进入崎岖狭

隘的会稽、四明山区，过着"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的艰

辛生活，因此，部族居民期待有一位伟大的神明能够驱走这滔天洪

水，让他们脱离崎岖贫困的山地，回到美好的平原老家去。于是神

话也就在民间流传开来了。

这种流传于原始人类口头上关于神的故事，在我们今天的人

看来，是荒诞无稽、幼稚可笑的，然而在原始时期，人类对其却信以

为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中曾说"任何神话

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

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
了气①

人类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与自然界进行了长期斗争，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和生产技能，产生了战胜自然的信心和力量，他们便不

自觉地依照人的样子，特别是对本部族中出现过的某些具有发明

创造才能或有出众智慧和本领的人物，加以夸张和想象，塑造出具

有大无畏精神和无比神通的英雄神的形象。在这些人物的身上和

故事中，往往可以见到古代历史的影子。大禹是于越部族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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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命继父业治平如猛兽的洪水，建立不朽功绩，乃天下万民之

福。大禹治水这个被百世千世传颂的神话故事的出现，并非是当

时人类出于对自然的恐惧，而是出于人类对于征服自然的要求和

渴望，是人类对自己战胜自然的呐喊和一首伟大的颂歌。

大禹治水，是一个美丽动人、千古传颂的故事，是一部原始人

类治水经验的宏篇巨著。禹的治水精神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美

德。禹的治水经验和理论，是我国宝贵的水文化遗产。大禹治平

洪水安定九州之后，返回中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一一一夏，这

无疑是开了中国水文化的先河。

由于受客观条件和原始人类自身条件的限制，人类要征服水

患仍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因此，自禹后，历代的人民还是在孜

孜不倦地寻求治水的各种办法，为民清除因水患造成的痛苦。

春秋越国范蠢建大小城邑，筑三扩以兴越灭吴，称霸中原，其

城市布局，以府河为轴心，府城河内外河流为纽带，城中三山中藏

八山鼎立，军事上可守可攻，经济上水陆交通便捷，政治核心以小

城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构成水乡城市格局。东汉永元十四年

(102) ，会稽郡太守马棱，主持建成浙江第一座高坝中型滞洪水库
一一回涌湖，拦截了山会平原最大的读河若耶误的洪水，造成回涌

之势，使山水不至直泻为害 O 东汉永和五年(140) ，太守马臻始筑

大堤，满三十六源之水，筑成鉴湖，使绍兴一跃成为江南的"鱼米之

乡"。晋惠帝时，贺循开凿西兴运河，既使利山会平原的农田垦殖

和灌溉，又促进了越中水运交通的迅速发达。唐开元十年 (722) , 

县令李俊之增修防海扩。唐德宗贞元三年(787) ，皇甫政改玉山斗

门为玉山闸，成为山会平原蓄池的枢纽。唐宪宗元和十年 (815) , 

浙东观察史孟简开凿新河，又疏筑运河塘，扩建新泾斗门，对越中

水利多有建树。唐长庆三年至大和三年 (823~829) ，浙东观察使

元横组织会稽、上虞两县民众修筑海堤，兴建夏盖湖。大和六年

(832) ，县令李左次增修防海塘。宋宁宗开禧初年(1205) ，赵彦侠

致力于海塘的修筑、管理，建立水利工程专门基金制度。宋嘉定十

四年(1221) ，绍兴知府汪纲疏泼西兴运河，并建闸置庐，以利拒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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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淡，导疏利溉，同时，又重修府城，疏泼府河以利通舟。明天顺元

年(L457) ，知府彭谊主持浦阳江早期治理工程，增建白马山闸，拦

截西小江，以利外障海潮，内泄洪涝。明成化九年(1473) ，知府戴

唬全而整治江河海塘，创建用于控制和观测水位的→座水则，并篡

写《戴唬水利牌碑}，标志着绍兴古代调控和管理山会平原河湖的

最高水平。明嘉靖二年 (1523) ，南大吉兴利除弊，广泼问道，深受

百姓拥护。可]嘉靖十四年(1535) ，汤绍恩建三江闸"水元复隙行

之患，民无复决塘筑堤之苦"。明万历十一年(1583) ，萧良干重修

三江应宿闸。明万历二十九年 (1601) 中进士的刘宗周，悉心研究

绍兴水利，积极倡议麻溪移坝建闸，为解救民患而奔走呼号。清康

熙五十→年 (1712) ，俞卿主持了规模浩大、历时十年之久的越中海

塘修筑工程，知府李亨特整治河堪阪塘，又重新整治府河，使河水

为之-清。另外，还有断东安抚史王信、知府张远献、侍郎李眼、县

令李良、知县张鹤鸣、曹继世、如i府于颖、闽斯总督姚启圣、知府用

范莲、生11县彭元玛等人，都为绍兴治理水患作出卓越贡献。新中国

成立后，绍兴的水利工程建设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修河道、筑水库、

固海涂，把绍兴水乡打扮得更加抚媚动人。

绍兴人民创造了灿烂的绍兴水文化，因而越中人物也更负盛

名;绍兴之水晶莹剔透，其味甘甜，具有特有的金属元素，绍兴人民

用它酿造出举世闻名的绍兴黄酒。

有人常说，水足以美化环境。其意义为水对人的精神启发。

古人谓"智者乐水"、"见渊淳川流而兴照澈内外、无所不润之感;

‘智乐者是变化动静无不沛及之悦怡。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非特指文人墨客的一搞一咏，独乐其乐，实山示人以雄浑壮丽，水

感人以清幽秀美。波涛弘阔而惊其功天地。山川孕育，地灵而人

亦杰。?又有王充，吴有虞翻，两晋南北朝人物苔萃，文彩风流照耀

千古，或挺生斯土，或流寓仕宦，及唐有贺监，宋有放翁。谓不由于

自然环境酝酿不可。""自然条件，水最重要。""水谓地之血气，万物

本原，治世的枢纽在于水。"④

绍兴自古以来，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在这古老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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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土地上曾经涌现出许许多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

家、文学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为中华民族的

文化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由于绍兴独特的自然环境，营造了绍兴拙有的水质。绍兴的

水，如晶莹剔透的露珠，如早日可口的山泉，鲜洁甘甜。 1三含有二

种特殊的稀有金属元素一一钮，这种元素只沉积于卡里湖塘的鉴

湖里，它是一种酿造绍兴黄酒的衬I奇物质，任何一位无论有多么高

超酿酒技术的师傅，一旦离开洁敝见底的鉴湖水，就酿不出好质量

的绍兴黄酒来。当然，在农业、生产养殖业诸方面，它也发挥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 O

绍兴水文化，积淀深厚，内涵极丰，并在不断外延，使绍兴这块

风水宝地更为亮丽，更为夺目 O

所谓"积淀深厚"是指它历史悠远，水文化在历史的演变中，

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提高。所谓"内涵极丰"、"在不断外延"它与绍

兴城形成、发展，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学诗歌，无与伦比的园林建

筑，幽雅别致的民宅建筑，丰富多彩的饮食、服饰，稽刚鉴柔的人之

性格等等无不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赏心悦目的绍

兴水文化。

绍兴位于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西部，会情山北麓，东西两翼

有曹娥江、浦阳江，北靠钱塘江，形成三江汇流。境内河流交叉，湖

泊棋布，卖IJ溪江纵贯虞、蝶盆地，若耶溪三 f-六源、七卡二支汇合，

形成一张巨大的平原水网，总长度达二千多公里，湖河面积约为

150 平方公里。绍兴向以迷人的湖光山色而问名于世，古人曾有

"越山长青水长白"之诗句来赞美秀丽的水乡风光。绍兴又有"千

岩竞秀，百望争流、水木清华、山川映发"之美名，引元数人物竞折

腰。绍兴是江南水乡一颗灿烂的明珠。青山如屏、碧水似镜、舟棉

穿梭、江村错落，好一幅山水水墨画。五泄海布似蚊龙出谷，烈马

奔腾，喷珠射玉。东湖"白天倚长剑，四山风雨作龙吟"。柯岩，更

是澄潭岩影，LlJ水之秀 o PIL 山、羊山，飞瀑缀帘，飘然入潭，泉水叮

咚，空谷传声，实为水与山石有机交融所至也。绍兴城内，水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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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街随渠而筑，另IJ具水乡城市风韵。水乡村落，一楼又一楼(小

河) ，楼中有楼，小桥相架"小桥流水人家"富有浓郁诗情画意。

古老的纤道，另IJ 致的渔锚，柿比的石桥，好似雨后彩虹、"自玉长

堤"。正是"村付皆画本，处处有诗材"。水上戏台，独特风格;亭栩

楼台，画栋雕梁，似水柔似水美。山阴道上，若耶溪中，一路吟唱，

留下千古传颂的诗篇。文人雅集，流畅曲水，更为千古绝唱;曹娥

江畔，唐诗之路、西施前纱，欧冶铸剑，天姥闻鸡，谢公犹在。鉴湖，

浩浩渺渺，水天一色，舟行鱼跃，莺歌燕舞，挑源世界。凡此等等，

无不是因水而更显秀气。

一方水士，孕育一方人的智慧、精神、品格和一方人的生活习

俗、风土人情。绍兴名人名贤多。绍兴师爷，更是拍案叫绝，令世

瞩目 O 绍兴人崇尚节俭，深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的道理。绍兴人

的红白喜事，逢年过节，都有它的独特仪式和内涵。绍兴水乡农

村，有一道黑色的风景:乌毡帽、乌篷船、乌墙壁、乌台门……。绍

兴是个多彰的世界。绍兴风情，令人向往。

今日绍兴人民，继承前人的水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以

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颗江南

水乡的明珠，在新的时代中将更光辉夺目。

总之，绍兴水文化，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它在中华民族的水文

化主库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色彩绚丽的绍兴水文化，是绍兴

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绍兴人民共同的财富，是绍兴人民的骄傲。

注:①《中国文化史二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 l987 年 11 月，

第 119 页。

②①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H第二卷)第 ll3 页，人民出版

社， 1972 年 5 月。

④引自姚汉源《鉴湖与绍兴水利·序》中国书店出版， 1991 年 7

月，第 II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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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说水

水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源。面F道元{Jj(

经注》卷一序曰"易称天以一生水，故气微於北方而为物之先也。

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不至，万物无不

润。'……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气筋脉通流者。故曰:水其具财

也， "。水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工业的血破和农业的命脉，一切生命

一旦离开了水就会元法生存。因此，水是人类第一重要的资源。

水，是氢和氧的最普通的化合物，化学式 H20。水在自然界
中以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聚集状态存在。空气中含有水蒸气，土

壤和岩石层中也积存着大量的水。打开世界地图或者看一下地球

仪，我们会注意到在人类居住的地球上，大部分都被蓝色的海洋覆

盖着。宇航员在太空环绕地球飞行时曾惊奇地发现地球上到处都

是水。据科学测定，地球表面由海洋、湖泊、沼泽、河流和地下水组

成的水围已有 30 亿年的历史了。晶莹歧洁的水，是地球上分布最

广、最多的物质，拥有量达到 138600 万立方公里，大约相等于其他

一切物质的总和。自然界的水分布并不均衡，其中占总量 97.5%

以上的水，汇聚在地球的低洼地区，形成了多处天水相连广袤元际

的水域，即是人们常讲的汪洋大海。地球的总表面积为 5.1 亿平

方公里，其中四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的水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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