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半圆石拱桥接通老街，两扇厚重木闸

门静偎水面。几名游人踏着麻石台阶下到河

边，仰拍桥洞上方光绪四年间刻的“民乐窦”3
个大字。

这座古老的窦闸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西樵镇民乐社区，是桑园围里众多窦闸之一。

古桥、古闸、古渡、古埠、古井，在这里比比皆是，

它们组成了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水利工程——桑

园围。

联基成围，护百姓，保安澜

桑园围“出名”之后，参观者络绎不绝。几

幅巨大的展板放在民乐窦桥上，供游人了解桑

园围的前世今生。

“我家就住河边，小时候挑河水做饭，夏天

跳进河里洗澡、摸鱼。”年逾八旬的老人梁树煊

回忆起往事，眼神明亮起来。他指着民乐窦旁

一排保存完好的石碑说，这些碑文记录了民乐

窦的历史。

史载，唐代中后期，部分中原人士为躲避战

乱陆续南迁珠江三角洲。然而，珠江洪水频发，

严重威胁村民居住和生产安全。北宋徽宗崇

宁、大观年间（1102—1110 年），广南路宪张朝

栋牵头治理，在西樵山下沿西江、北江筑堤防

洪。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 年），九江堡乡绅陈

博民请旨，率众筑坝甘竹滩，堵塞倒流港，连接

西北两江防洪堤，桑园围雏形初显。此后，经过

历代修筑加固，形成基围、河涌、窦闸三位一体

的灌溉体系，具备防洪、排涝、挡潮、抗旱、灌溉、

水运等功能，18 世纪末已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

基围水利工程。

“桑园围是一项独创性圩垸水利系统工程，

它巧妙地利用了珠三角地势低洼、河涌众多的

生态特点，重点构筑堤坝、窦闸、水塘、沟渠。”佛

山市水利局局长李永生介绍，“部分窦闸使用

‘人’字形木闸门，能够根据围内外、上下游水情

调节，内涝水位高时自动开启，进行排水，外潮

或洪水水位高时自动闭合挡潮，十分科学。”

变水患为水利，催生发达
缫丝业

桑园围修筑后，防洪排涝自如，水稻种植面

积迅速扩大，成为“粤东粮命最大之区”。据

《桑园围志》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桑

园一围，地连两邑，堡分十四，烟火万家，东、西

两堤，长亘百余里，贡赋五千有余，为广属中基

围最大之区。”每逢大旱之年，周边许多地方农

田无法适时耕作，“而围民早已得水灌溉，翻犁

播种，踊跃春耕。”

桑园围内，水利系统发达，生态环境良好，

开启了珠三角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先河，独具岭

南特色的农业生态系统——“桑基鱼塘”也应运

而生。村民通过堤围、河涌、窦闸灌排，开发洼

地、河滩，改造水塘养鱼，塘边植桑养蚕。这样，

蚕沙喂鱼，塘泥肥桑，形成良性生态循环。

登上西樵山南边的制高点——石燕岩，极

目远眺，万亩桑基鱼塘水光点点。桑基鱼塘高

效高产，催生了蚕桑经济。李永生介绍，明清时

期，南海西樵一带成为广东省最著名的蚕桑之

乡、丝绸重镇。清光绪年间，西樵山简村蚕桑业

兴盛，不到两公里河段修建了 58 处埠头。“民乐

有个窦，家家纺织声”，“一船蚕丝出，一船白银

归”，描述的就是当年缫丝业盛况。

如今，民乐老街旧楼斑驳，石板路仍在，车

辆、行人川流不息。两旁售卖土产、杂货、日用

品的铺面一家挨一家，遮阳棚把天空挤成一线，

可以想见昔日“缫丝重镇”的繁华景象。

灌溉方式别具智慧，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作为珠三角灌溉农业发展的里程碑，珠三

角基围与长江中游垸田、长江下游圩田并列，

成为我国古代圩垸水利开发三种模式，而桑园

围 无 疑 是 珠 三 角 基 围 水 利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工

程。“桑园围内古水利工程与古村落完美结合，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先民对乡村美好生

活和美好环境的追求与实践。”佛山市科诚工

程监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彦文研究桑园围 30
余年，对桑园围的历史沿革如数家珍。他说，

“这 些 水 利 设 施 为 桑 基 鱼 塘 生 态 农 业 提 供 支

撑，是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与围内古村落布局

和建筑有机融合，为安全、良好的人居环境提

供保障。”

1972 年，西樵镇七星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评为“桑基鱼塘”农田示范区。1981 年开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广州地理研究所合作，在

顺德勒流设立观察站，开展研究，以便在世界热

带亚热带地狭人稠、水网交错的地区推广基塘

农业的模式和技术成果。2019 年，佛山基塘农

业 系 统 入 选 第 五 批 中 国 重 要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名录。

珠三角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农田被改为

城市和工业建设用地，桑园围耕种面积逐渐缩

小。上世纪 90 年代初，桑园围内灌溉农田仍

有 20 多万亩，目前尚存 6.2 万亩。尽管如此，

桑园围历史与现实价值却不容小觑。1998 年

6 月 29 日 ，特 大 洪 水 来 袭 ，樵 桑 联 围 水 闸 崩

决。南海、顺德数万军民以桑园围吉赞横基和

东基作第二道防线，保住了围内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

助力非遗活化，重识身边
的桑园围

“桑园围在哪里？”“晚上爸爸妈妈带你在江

边上散步，走的路就是桑园围的围基……”在龙

江镇左滩村的桑园围和龙江水利历史展示馆

内，讲解员梁秀霞耐心回答参观学生的问题，

“生活在这里，桑园围就在身边，但很多人可能

没有意识到。”

展示馆位于西江与北江的第二个交汇点——

甘竹溪入口处，也是整个桑园围下游合围处。

桑园围成功申遗 20 天后，该展览馆向公众开

放。下一步，佛山市还打算依托桑园围工程遗

产，筹备建设桑园围博物馆、水情教育基地。

桑园围内有 3 处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4 处区

级文物保护单位。另外，“松塘村—民乐窦—

吉水窦—西樵山—烟桥何氏大宗祠—下北石塘

闸—探花桥—九江吴家大院”被列入广东省历

史文化游径名单，正策划实施旅游保护开发。

“要在桑园围的保护与发展中找到平衡点，

结合实际，古为今用，保持景观和文化的原真

性，避免过度建设和生搬硬套。”有一次，李永

生得到消息，一座古桥在修缮的时候，当地要

将五孔桥变为四孔桥，他立即反对，“桑园围是

历史的遗产，必须修旧如旧，在此基础上焕发出

新活力。”

“申遗成功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于未来的发展，李永生设想了多种可能性，

“可以与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相结合，有序推进

遗产区域环境整治、碧道建设、生态景观提升、

遗产修复与展示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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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歌 剧 舞 剧 院 的 舞 剧《李 白》、国 家 大

剧 院 八 重 奏 音 乐 会 、北京民族乐团元宵节音

乐会……春节期间，国家大剧院线上演出品类

繁多。如今，各类文艺活动纷纷上网，与观众

“云上”相见。丰富的形式、繁多的内容，线上

线下联动成为节日期间文化活动新特点。

晚会是深受人们喜爱的艺术形式，春节长

假期间，文艺晚会纷纷“触网”，同样也营造出浓

浓 的 过 节 氛 围 。 2021 网 络 春 晚 以“ 青 春 嘉 年

华”为主题，聚焦网络和青春，构成了融媒体时

代一道别致的文化风景。在戏曲行业，不少戏

曲从业者在发声、化装、戏曲故事等方面深入挖

掘，主动拥抱变化，在网上探索与观众的互动方

式，带领更多人领略戏曲的魅力。

大学生陈明喜欢在线上观看演出，他提道，

“线上的演出，和现场的效果还是存在差异”。

线 上 文 艺 ，并 不 是 简 单 地 将 文 艺 活 动 搬 到 网

上。对于制作方来说，线上文艺的内容要和线

下的有所区别，要求线上内容更加精细准确。

对于演职人员来说，网络平台对演员的妆发细

节、表情管理也提出了新要求。

为此，各方都展开了探索。在技术上，国家

大剧院首次尝试用“8K+5G”技术直播音乐会，

打开了向科技要动能、以科技促发展的艺术传

播新局面。目前，国家大剧院的线上系列演出

获得破亿点击量。

网络春晚采用裸眼 3D、AR 效果，舞台通过

数控装置实现不同的组合升降效果，并辅助灯

光、大屏视觉语言，打造出丰富的空间感和新鲜

度。现场还通过 VR 全景拍摄，让网友能够在

播放终端自由调整观看视角，与舞台零距离互

动。网络春晚总制片人唐晓艳说，希望融合科

技、潮流，利用技术手段，唤起不同年龄层的青

春记忆。

此外，线上文艺运用各种技术设备，摇臂、

航拍、纪录片、戏中戏，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艺

术魅力。突破剧场限制，也为制作方带来了发

展新思路。国家大剧院线上演出导演田晨表

示，线上演出促进了制作方在技术、演出策划包

括传播方式等方面的创新。

剧作家曹禺的戏剧《雷雨》，在两个场景内

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 30 年的恩怨情仇。由曹

禺女儿万方创作的戏剧《雷雨·后》则讲述了在

《雷雨》故事发生的 10 多年后，三位幸存下来老

人的回忆。近日，连台戏《雷雨》《雷雨·后》在全

国巡演。除了线下演出，连台戏《雷雨》《雷雨·
后》还尝试了网络直播，吸引了 82 万人次在线

观看。

制作人王可然说：“要想在线上较好复制现

场效果，需要创作者加深对作品的理解，理解视

频传播和舞台传播的差异，找到两者之间的最

大公约数，抓住舞台艺术的核心，运用技术拓展

剧场魅力。”

线上演出给文艺的呈现方式带来了新的变

化。而如何打造线上文艺品牌、开拓传播渠道，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业内人士建议，线

上文艺可以配合线下演出计划，培养线上商业

化体系，打造品牌化线上文艺活动，建立交互式

新兴的文艺生态，探索文化技术融合体验。

（实习生苑博参与采写）

巧用技术手段，改变呈现方式

云观艺 有新意
本报记者 王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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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宋代，集围垦、灌溉、养殖等于一体——

桑园围 岭南的水利传奇
本报记者 刘泰山 姜晓丹

距离成都市中心约 30 分钟车程的锦江区三

圣花乡，被誉为成都市“后花园”，是市民们的都

市田园胜地。日前，成都市锦江区举行了以“三

圣万物生 花重锦官城”为主题的“花乡农居”亮

相盛典，焕然一新的景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趁 着 周 末 阳 光 正 好 ，不 少 游 客 前 来“ 打

卡”。“最让人期待的是花市的开放！”前来置办

年货的市民告诉记者。

景区里，一座座玻璃花房在阳光的照耀下

格外耀眼，各式花卉景观姹紫嫣红、花香四溢。

成都祥虹园艺相关负责人龚祥介绍：“买年宵花

是成都人过年的一种仪式。市民在线下展示厅

参观，遇到喜欢的花卉，还能通过我们的微信公

众号或微信小程序购买，我们会及时为顾客把

鲜花配送到家。”

“花乡农居”里除了花卉，舞狮、杂技、川剧

变脸、国潮蜀韵汉服秀等表演也让人目不暇接。

在“花乡农居”游客中心，解说员殷维佳介

绍，2019 年以来，成都锦江区以“都市田园乡

愁”为总体定位，从“优形态、强基建、营场景、提

业态、厚文化”5 个方面入手，通过历时两年的

精心打造，让“花乡农居”成为一个全龄、全季、

全时段的旅游地。

“留在成都过年，‘花乡农居’还有很多好

项目，比如轻奢民宿、乡村休闲运动、民俗闹新

春、‘十二月市’花市展！”小殷介绍说。

四川成都三圣花乡重新亮相

为新春添一抹馥郁芬芳
本报记者 王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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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坐落于西樵镇的古闸——民乐窦。

图②：西樵镇桑基鱼塘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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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山的

上空俯瞰，可以清楚看到：以西樵山为

中心，西江、北江一南一北，包裹住一

片 河 网 密 布 、村 舍 散 落 的 橄 榄 状 地

带。这是桑园围的核心区域。

桑园围位于佛山市南海区和顺德

区境内，始建于宋朝，后经数次修筑完

善，逐渐形成集围垦、灌溉、防洪、抗

旱、交通、运输、养殖等多种功能于一

体的大型基围水利工程。 2020 年 12
月 8 日，佛山桑园围入选为第七批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成为我国首个以基

围水利为主体的世界级遗产。

桑园围建成年代之久远、古窦闸

之多、围内地域面积之大、众多历史遗

存保留之完好，在国内外的古代水利

灌溉工程中十分罕见，至今仍发挥着

重要水利功能。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