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冬时节，位于福清市海口镇岑兜村

的三华农场依旧绿意盎然。

“充分利用福清优越的气候条件，农场

采取水稻与蔬菜轮种，眼下正是西芹收获

的季节。”农场负责人林仁春介绍，一方面

是冬季季节性缺水，一方面是农业较高的

用水需求，三华农场却未遭遇窘境。“天宝

陂引来了源源不绝的灌溉用水，为我们的

生产提供了最好的保障。”

一渠清水滋养千年，自唐而兴的天宝

陂不仅仅只见证了三华农场的发展。

“沿存至今的天宝陂，下接 19.4 公里长

的引水干渠，引水流量达每秒 1.5 立方米，

灌溉下游 1.9 万亩耕地。”“转瘠卸卤，田化

而上”，在林爱光看来，作为福清农业史与

水利史上里程碑式的工程，天宝陂提供的

优越自流灌溉与龙江下游的优质土壤相结

合，促使福清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见证了

福清从一个斥卤之地成为全国百强县的发

展历程。

“作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天宝陂早已

超越了水利工程的范畴。”何高光表示。

“我们在翻阅古籍中发现，也许是受到

了天宝陂的滋养，从福清走出的官员都十

分重视水利建设。”何高光说，北宋林希接

替苏东坡任杭州知府后，曾多次发动百姓

疏浚西湖，并将长堤命名为“苏公堤”，“苏

堤 ”由 此 得 名 。 明 嘉 靖 二 十 九 年（1550
年），施千祥任四川按察司佥事期间，也曾

成功治理了都江堰。

千年天宝陂见证了福清的沧桑巨变，诠

释了古人“择水而居”的理念。同时，天宝陂

还不断衍生出丰富多彩、具有福清本土特色

的水文化，包括传说、建筑、民俗等。

自唐代走来，与福清共生，千年古陂还

孕育出福清璀璨的历史文化。眺望龙江两

岸，一个个历史文化遗址熠熠生辉——始

建于北宋的龙江古桥至今矗立，远远望去，

犹如长龙卧波，颇为壮观，这也是福建省内

保存最完整的宋代石梁桥。龙江北岸的瑞

云塔建于明万历年间，耗时 10 年完成，是

福清的乡关标志……

穿越古今，天宝陂已成为福清最亮丽

的一道城市景观。走进全球视野，更成为

全人类共同呵护的瑰宝。

如今，天宝陂沿岸被精心设计为滨水

观光带，成为福清市民茶余饭后休闲娱乐

的首选之所。

“以天宝陂申遗为契机，福清正加速水

系综合治理工作。”林爱光介绍，“为形成常

态化监督管理机制，福清特别实施智慧管

理工程。届时，天宝陂将被全面纳入数字

化智慧管理，千年古陂将被赋予崭新的时

代意义。”林爱光说。

“中国灌溉工程的建设发展伴随和支

撑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延续至今的灌溉工

程遗产都是经典范例。”福清市博物馆馆长

毛胤云认为，天宝陂的修缮保护与当前福

清市深入系统推进龙江流域综合治理在核

心精神上不谋而合，那就是将母亲河打造

成为城市景观轴、生态轴、发展轴，加快城

市高质量发展，提升百姓生活获得感、幸

福感。

文化内涵 韵味悠长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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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龙江水，悠悠天宝陂。

发源自瑞云山的龙江，是福建省福清

市的母亲河。它自西向东穿福清城而过，

最后注入福清湾海域。龙江中段，一座始

建于唐代的天宝陂在潺潺流水中矗立千

年。它是福建历史上最早建成的集引水灌

溉、排洪排涝和蓄淡拒咸于一体的大型水

利工程，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大型蓄淡

拒咸水利工程。

一渠清水，泽被千年。2020 年 12 月 8
日，国际灌排委员会第七十一届执行理事

会公布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位于福

建福清的天宝陂成功入选。

天宝陂何以进入全球视野？千年古陂

背后隐藏着什么治水智慧？滋养一方至今

的水利工程还留下了哪些历史文化遗产？

记者走进福清，一探究竟。

天宝陂三字何解？

“所谓陂，即集水坝，属于水利工程的

一种，与现代的水库作用类似；天宝，则因

始建于唐代天宝年间而得名。”福清市水利

局局长林爱光介绍。

时至今日，龙江两岸早已是城市建筑

林 立 ，但 天 宝 陂 依 然 保 存 古 有 的 工 程 布

局。“天宝陂的坝轴线呈东西走向，工程主

要包含拦河坝、泄洪闸、进水口三大建筑

物。”林爱光介绍，现存陂首坝底呈台阶式

结构，坝长 289 米，高 3.5 米，其中 150 米为

唐至明代所修旧坝，集雨面积 85 平方公

里。灌溉渠道主要为天然土渠、天然石渠、

硬化渠等。陂右岸建一座高 2.3 米、宽 1.5
米的引水闸。

“天宝陂的兴建，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及

福清独特的地理条件有关。”谈及天宝陂的

历史沿革，申遗小组成员何高光娓娓道来。

福清自古良港密布，公元 699 年置县，

迄今有 1300 多年的历史。通过海洋，早在

唐代，福清即开辟了通往今越南的航路，此

后，又逐步开通了通往东北亚和美国、加拿

大、英国等航线。

然而，依山傍海的福清淡水资源却十

分匮乏，自古以来就是干旱缺水之地。“福

清陆地面积 1519 平方公里，流域面积大于

30 平方公里的溪流仅有 6 条。”林爱光介

绍，其中，最大的河流龙江自大渡口谷地进

入福清境内，流经 35.5 公里，流域面积 500

多平方公里。然而，龙江下游至出海口 20
余公里海拔落差大，河道水流湍急，难以引

水灌溉。再加上邻近海洋，属感潮河段，涨

潮时海水沿江上溯，不能作为灌溉用水。

百姓守着“望天田”忍饥挨饿，当地称作“雨

来哗啦啦，雨过干巴巴”。

唐代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南移，而水

利建设对粮食生产至关重要。农田水利兴

建，荒芜土地开垦，低洼地成了旱涝保收的

高产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十年九旱”

的福清迎来改变契机。

据史书记载，高璠是唐朝设郡以来的

第四位长乐郡刺史。天宝九年（公元 750
年），正是高璠带领老百姓在龙江河畔、五

马山麓，用竹笼拦水，筑木成桩，采山石围

堰，砌高陂截流，历数载建成堤坝，命名为

天宝陂。

一泓清泉自唐代潺潺流来，历经千年

光阴，天宝陂始终滋养着龙江沿岸的世代

子民。翻检史籍，一段段有关天宝陂的史

实无不记载着历代治水者的励精图治。

北 宋 大 中 祥 符 年 间（公 元 1008 年 —

1016 年），知县郎简见天宝陂年久失修，堵

塞严重，招募百姓进行疏浚，修筑了陂堤。

为了纪念他的功绩，老百姓在天宝陂旁修

建了一座郎简祠，年年祭祀，直至清乾隆年

间该祠还一直存在。

明代福清籍官员叶向高，在万历至天

启（公元 1573 年—1627 年）年间两度出任内

阁辅臣。感念历朝历代主政官员为修复天

宝陂的殚精竭虑，叶向高撰写了《重修天宝

陂记》，详细记载天宝陂的修建历程，这也

是福清水利史上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

新 中 国 刚 成 立 ，政 府 就 开 展 勘 察 测

量，并修筑天宝陂防洪墙；1950 年，疏浚引

水渠 1.2 万尺，将大坝外坡改为浆砌条石

滚水坝；1951 年，成立天宝陂水利管理委

员会，配备专人，加强对天宝陂的管理养

护；1963 年，加高大坝 0.5 米、砌筑副坝 70
米，并延长渠道至东阁农场，让 4000 亩耕

地受益……

“得益于历代沿袭的保护修缮，天宝陂

不但完整保存着古有的工程布局，还依旧

在发挥着灌溉作用。”林爱光表示，《重修天

宝陂记》中记录的万历末期一次修复天宝

陂的经过让他印象深刻：时任福清知县王

命卿是广东番禺人。尽管初到福清，对当

地情况还不清楚，但王命卿明白天宝陂事

关重大，恰好这一年天雨不止，修陂便被提

上了议事日程。王命卿向长期在县中任事

的吏员询问，谁能担当修陂大任，吏员推荐

了“笃诚勤干，习于水利”的过世坝长之子

文遴。王命卿遂命文遴负责此事。文遴提

出施工方案后，王命卿发动全县百姓修筑，

终于完成此项事业。

林爱光说，天宝陂背后的点滴，也激励

着一代代福清人对先贤留下的水利遗产心

存感恩、用心守护。

共同呵护 代代传承

“天宝陂到出海口有 19.75 公里，河短

流急，在这类河流上筑坝，如何抵御洪水和

海潮冲击，考验着建设者的智慧。”国家灌

排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丁昆仑表示，细细

分析天宝陂的修建细节，别具匠心的精妙

之处让人拍案叫绝。

精妙之一，在于选址独特。

“天宝陂处在感潮断面上，扼守着龙江

的水势，拒咸蓄淡，位置关键，选址精妙，在

航运、引水、灌溉、泄洪、排沙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丁昆仑说，天宝陂选址在河流

弯道下游河势较高处，上游有足够的集雨

面积及水头，在河上筑坝，可拦蓄淡水，抵

御咸潮上溯。同时，利用弯道环流原理，水

砂分离，引清水自流灌溉，充分体现了顺应

自然的高超智慧，直至今日仍然具有借鉴

意义。

精妙之二，在于工程设计。

“与都江堰一样，天宝陂在坝的上游是

一个很大的弯道。”丁昆仑说，天宝陂堰采

取斜向布置，200 多米长的坝轴线看似浪

费了人力物力，但从现代水利学来看，坝轴

线越长就越能增加坝体的泄洪能力。天宝

陂的精妙设计，保证坝体上游水位更低，从

而降低洪水对坝体的冲击力，更能延长坝

体的生命周期。同时，独特的拱形斜向布

置，则让天宝陂与河道右岸形成漏斗状，有

利于枯水期取水口顺畅取水。这种工程布

置是近现代鸭嘴堰、异形堰等长轴线堰坝

的鼻祖。

精妙之三，在于先进技艺。

福建地方志《淳熙三山志》由宋代梁克

家撰写，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元符二年

（1099 年），知县庄柔在天宝陂旁大树下审

案，败诉者被罚搬石修陂。其中提到的铁

汁固基，是当时极为罕见的工艺。修建中，

古代人民利用铁汁将坝基浇筑在一起，使

铁汁与砂卵石黏结形成不透水层。同时，

利用俗称“将军柱”的石柱增强坝体受力，

有效解决了坝基和坝体结构牢固问题。

天宝陂不仅建造过程中处处精妙，如

何维护，古人同样细心考虑。宋代在天宝

陂设立专管机构，旱则引灌、涝则疏导。彼

时建立的“岁勤修、预防患”制度更被视为

现代水利设施管理的雏形。

旱则引灌 涝则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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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龙江畔的瑞云塔。

吴金强摄

图②：始建于北宋的龙江古桥。

福清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福建省福清市天宝陂。

福清市水利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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