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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灌溉工程遗产R

金华白沙溪三十六堰跨越千年

守安澜 浇良田 兴家园
本报记者 江 南

踏着石板砖沿溪而行，溪水清澈，倒映如镜。水流湍急处，浪花跳

跃。一行白鹭掠过水面，几只野鸭不时钻进水底。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有一个白沙溪三十六堰古堰坝群，历经

1900 多年时光的淘洗，如今仍有 21 座古堰继续发挥引水灌溉作用，灌

溉周边农田 27.8 万亩。

2020 年 12 月 8 日，国际灌排委员会第七十一届执行理事会上，公布

了 2020 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白沙溪三十六堰等 4 项中国申报的

水利工程全部入选。至此，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已有 23项。

白沙溪三十六堰这一水利奇迹、“活着”的历史文化遗产，也越来越为

人所知。

东汉建武三年（公元 27 年），辅国

大将军卢文台隐退，率领部将 36 人来

到辅苍（今金华市婺城区沙畈乡停久

村），了解到此地土壤肥沃但旱涝频发，

遂勘察地形，在当地修筑白沙堰，引水

灌溉。从此，拉开了白沙溪三十六堰建

设的帷幕。

白沙溪发源于浙江遂昌、武义交界

的狮子岩，流入金华境内后，汇集银坑

溪、半溪等几十条大小支流，汇入婺江，

全长 65 公里。三十六堰，从最上游的

沙畈堰到白沙溪注入婺江交汇口附近

的中济堰，横跨 45 公里，水位落差 168
米，是以引水灌溉为主，兼具防洪、蓄

水、水力加工等功能的堰坝群。

“三峡大坝落差是 113 米，而白沙

溪三十六堰的落差比它还高 55 米。”在

金华市婺城区水务局局长江卫锋看来，

这是白沙溪三十六堰最为亮眼的特点。

当地溪流天然落差大、深潭多，古

人 因 地 制 宜 摸 索 出“ 以 潭 筑 堰 ”的 方

式。江卫锋说：“我们在走访调研中发

现，三十六堰大部分堰前都有一处天然

的深潭，用现代水力学分析，‘以潭筑

堰’不仅可以提高堰坝的蓄水和引水能

力，还能减轻水流对堰坝的冲击。”

1900 多年间，白沙溪三十六堰不

知经历了多少次重建、重修，当地人就

地取材，以松木打桩、篾笼装石等方式

砌筑。低矮的堰坝形态，配合梯级的建

设方式，极大降低了施工难度和工程

风险。

此外，它还有一套完整的堰坝管理制

度。官府制定堰帖，明确各堰水权和工程

岁修责任，指导三十六堰的协同管理，保

证干旱月份上下游各堰的公平用水。

这一古堰坝群最早是如何开渠运

作的，如今尚未找到史料记载。但是，

在清光绪三十四年重修的《万潭堰帖

——金华白龙桥三十六堰》刻本等史料

中，不仅有清晰绘制的三十六堰布局地

形图，还有清朝康熙、雍正、光绪年间建

立堰会、制定堰规、管理堰务、调解用水

纠纷等详细记载。

金华市婺城区非遗保护中心负责人

朱明升说，从《万潭堰帖》的记录可以看

到，三十六堰每座堰都建立堰会，制定堰

规，推选有威望的乡贤担任堰长，管理堰

务，调解用水纠纷。具体协议中，详细列

出了每堰起始位置和引水灌溉范围，每

一甲、每一堰具体用水的起止时间都有

清楚规定。以“地、水、夫、钱”（即土地、

水源、人和效益）为核心，地方乡民结成

了紧密的“水利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后，白沙溪上修建了沙

畈水库和金兰水库，部分古堰被永久留

在水底。如今，仍有 21 座古堰继续发

挥引水灌溉作用，供水保证率也进一步

提高。库、堰、渠形成了白沙溪的灌水

体系，灌区面积达 27.8 万亩。

水利奇迹

世界瑰宝 历久弥新

“三十六堰申遗成功，我真是说不

出的高兴。”讲到申遗前后的经历，年

过九旬的婺城区退休干部张柏齐心情

仍然激动。

张柏齐退休前长期在金华从事“三

农”工作。2009 年春，他与几位老同志

一起到婺城区琅峰山景区参观旅游。

实地游览了几座古堰，又听了当地群众

介绍，一行人深感震撼。有丰富“三农”

经验的张柏齐意识到，白沙古堰群具有

极高的科学技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是金华先民智慧的结晶，必须开展抢救

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很 快 ，10 名 老 同 志 成 立 了 调 研

组，走村进户寻访古迹。他们有的负

责拍照，有的负责撰写，从现状到历

史，从民风到民俗，调查越来越详尽。

在一次次与白沙溪古堰群的相遇

中，大家发现，这里不仅有三十六堰，

还有铁店窑遗址、古方洞山塔以及白

沙殿昭利庙为中心的古庙群，有红军

革命斗争的遗迹和故事，也有卢文台

为民造福的民间传说。

拍图片、查古碑、征古帖、阅宗谱，

寻找有关遗址遗物、查看文物历史现

状，调研组继续发掘整理白沙古堰群

的资料。2013 年，由张柏齐和崔士文

执笔的《白沙古堰的历史与传说》一书

出版，书中记录了白沙溪三十六堰的

高度、长度等数据，以及兴建时间、历

史演变、建造工艺等。

曾在婺城区人大任职的杜顺华，

连续 6 年，联合多位人大代表提交有

关加强白沙溪流域历史文化研究、重

建恢复白龙桥廊桥等议案。 2010 年

他退休后，继续对白沙溪流域历史文

化进行研究。多年来，他撰写的手稿

资料上百万字，汇编成《传说白沙》《古

韵白沙》等，为白沙溪三十六堰申遗积

累了文献资料。

这些力量的参与和推动，让白沙

溪三十六堰申遗迈出坚实的步伐，从

梦想变成现实。

近年来，婺城区不断加大对白沙

古堰群以及白沙文化的探索挖掘，并

于 2019 年 7 月开始申报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2020 年正式提交申报文本。经

过一年多努力，白沙溪三十六堰终于

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是浙江省

第 六 个 、金 华 市 首 个 世 界 灌 溉 工 程

遗产。

“白沙溪三十六堰厚重的人文历

史底蕴，成为申遗的一大亮点。”参与

申遗申报工作的婺城区水务局规建科

科长江勤学说，统计显示，白沙溪流域

沿线有 22 处历史文物点，其中国家级

1 处、省级 5 处。如建于明代万历二十

三年的古方洞山塔，是金华城区唯一

一座残存的古塔。

同时，当地 1900 多年的农业开发

过程中，灌区规模逐渐扩大，人口和经

济规模显著增长，生态环境却并未变

差，至今仍然保持着充足的发展活力

和良好的发展势头。从生态环境保护

角度看，灌溉工程促进了浙中生态廊

道建设，补齐生态环境短板，也具有先

进的科技价值、悠久的历史价值、巨大

的经济效益和丰富的文化价值。

遗存丰富

深厚底蕴 申遗亮点

“申遗成功只是开始，保护、传承、

利用仍在路上。”金华市婺城区上下有

这样一个共同的心声，要将未来的保

护之路，走得更加坚实。

“除了保护，如何传承与利用白沙

溪这张文化金名片，是申遗成功后我们

要重点考虑的课题。”婺城区非遗保护

中心负责人朱明升说，当地各部门正通

力协作，开启“后申遗”时期的新征程。

婺城区着手编制白沙溪三十六堰

的保护规划。2020 年 7 月，《白沙溪三

十六堰灌溉工程遗产保护规划大纲》

编制完成，从组织、政策、资金、人才队

伍及科技保障、宣传教育、社会保障等

方面，细致描画了保护与开发的方向，

尽力守护好这一世界瑰宝，要让白沙

古韵再谱新篇。

“现在的白沙溪更美了，也更热闹

了。”前不久，白龙桥镇新昌桥村已全面

完成农舍流转。接下来，村里将整合沿

线的资源要素，发展康养民宿，打造白

沙溪畔的康养基地。每到周末，村里接

待的游客越来越多，最吸引游客眼球的

就是白沙溪边的水车和水碓。

这些年，白沙溪沿岸的乡镇经过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美丽乡村建设，

山更青、水更净、空气更清新。一个个

精巧的村景小品，一间间精美的民宿

客栈，一道道灵动的乡间风景，抓住了

游客目光，也造福了一方百姓。

“十三五”期间，婺城区投入的五

水共治资金就有 86 亿多元，打造白沙

溪、武义江、莘畈溪 3 条省级“美丽河

湖”，建成美丽乡村风景线 3 条、省级示

范美丽乡镇 4 个、国家级美丽宜居示范

村 1 个 。 如 今 ，全 区 207 个 村 庄 中 有

40%的村达到 A 级景区村标准，通过举

办“卢文台治水”、中国山水四项公开

赛等活动和赛事，全域开展文旅体融

合，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每年游客数量

突破 1000 万人次、旅游收入近百亿元。

一系列重点工程，正陆续展开：通

过白沙溪文化解码工程，揭秘白沙溪

的文化魅力；通过白沙溪八景工程，依

托白沙溪沿线 22 处文物资源，以文化

赋能，打造文化新地标；通过白沙溪生

态廊道工程，打造钱塘江诗路上的最

美风景线；通过白沙溪古堰坝修复工

程，让古堰焕发新颜；通过白沙溪钱塘

诗路 e 站工程，数字赋能、科技助力；通

过白沙溪“花满婺城·幸福村”工程，打

造新时代的“富春山居图”。

“江南有座金华城，城边有座白龙

桥。桥下外婆在讲着那故事，坐在桥

上 看 到 ，星 星 掉 进 了 那 条 小 河 ……”

这是金华乡贤、音乐人陈越为故乡创

作并演唱的歌曲《江南有座金华城》。

“ 我 是 白 沙 溪 的 孩 子 ，白 沙 溪 给

了我取之不尽的精神养分，陪着我从

少年、青年走到中年。” 陈越说，他歌

曲 中 的“ 外 婆 ”是 一 个 浓 缩 的 文 化 符

号，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温暖的

“外婆”。

以此为灵感，婺城区在白沙畔古廊

桥边设计建造了外婆铜像，实景再现《江

南有座金华城》所描绘的温暖场景。未

来，这里也将是“白沙溪八景”之一。

古今交融，美美与共，在全方位的

保护、传承和利用之下，流淌不息的白

沙溪、历久弥新的古堰坝，将继续承载

当地人的生命史、文化史、奋斗

史、创新史，继续焕发生机与活

力，继续流淌美好与幸福。

金色名片

幸福长河 传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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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8 日，久旱逢雨，沙溪畔一早

就热闹起来。

婺城区琅琊镇泉口村村民刘菊萍

在白沙堰河堤边种了 10 多亩桑树，趁

着雨后赶紧松土施肥。“现在慕名来游

玩的人越来越多，到了桑葚采摘季节，

采摘游肯定受欢迎，我得好好打理。”

刘菊萍眼里透着期待。

下游几千米外的婺城区白龙桥镇

新 昌 桥 村 ，马 淳 书 、陈 群 英 夫 妇 正 在

10 多亩的柑橘、草莓大棚里忙碌。“今

年金华的降雨量比往年少了许多，但

我们这里‘水脉’好，不用愁。”马淳书

的大棚离白沙溪洞山堰不远，堰坝抬

高了溪边地下水的水位，只要打一口

四 五 米 深 的 水 井 ，灌 溉 水 源 就 有 了

保障。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分为两类：至

今 仍 在 发 挥 灌 溉 功 能 的 工

程；已不能发挥历史功能但

仍具有“档案”价值的遗址。

白沙溪三十六堰坝以灌溉农田为

主，保证了农作物生产，也解决了当地

部分群众的日常生活用水，方便农民

生活。至今仍在守护和滋养着流域两

岸的白沙溪古堰坝群，是“活着”的历

史文化遗产、水利奇迹。

在三十六堰的滋养下，当地不仅

农业生产长足发展、水上航运蓬勃兴

起，还有“三十六堰滋养三百六十行”

的说法。

有了三十六堰后，白沙溪两岸人

民利用水力落差，建造旋转木制机身

舂米的水碓。据记载，白沙溪流域 120
多个村，历代先后建成的水碓在 150 座

以上。水碓昼夜运转，效率远胜人力。

丰富的粮食产量加上先进的粮食

加工技术，不仅使金华一带成为浙中

粮仓，还孕育了酿酒文化。唐宋时期，

白龙桥旁的“酤坊”酒坊酿造的金华酒

声 名 远 播 ，当 地 村 庄 至 今 仍 沿 用“ 酤

坊”作为村名。

有了这种水碓，当地常见的高岭

土 等 制 瓷 原 材 料 也 得 以 充 分 加 工 利

用，推动了婺州窑在唐宋时期的兴盛，

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韩国新安

沉船的出水文物中，有大量当时中国

出口外销的瓷器，其中就有相当一部

分来自婺城区琅琊镇的铁店窑。

白沙溪流涓涓、古堰依旧矗立，留

给当地的不仅有物质财富、文化内涵，

更有精神力量。古代先民靠着因势利

导、科学治水、以人为本，克服种种困

难，发挥创造精神，把荒芜之地变成浙

中粮仓。这种精神也感召着今天的白

沙人民迎难而上，传承不息。

正如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刘学

应所说：“灌溉工程遗产具有重要的历

史、科技、文化和景观价值，也承载着

民族的文化基因，印证了文明的历史

足迹。”

仍在利用

白沙水脉 滋养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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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浙江金华白沙溪边生态绿

道。图②：经过重新修缮的白沙溪第

三堰。 吴潮宏摄

图③：白沙溪上的金兰水库。

卓德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