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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灌溉工程遺產是專業型
世界遺產，由國際灌排委員會於2014

年設立，與世界文化遺產、世界自然遺
產等並稱為世界遺產，旨在更好地傳承和
利用仍在發揮作用的古代灌溉工程，保護
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每年申報評選公佈
一批。截至目前，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共五
批68處，中國除了2018年入選都江堰、
靈渠、姜席堰、長渠4處外，此前入選

了13處。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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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溝通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的紐帶，靈
渠在古代中國南北水上運輸和周邊農業

生產上發揮了重要作用。2013年起，興安縣
官方便開始實施靈渠生態改造工程。據參與
靈渠生態改造的興安縣水利局原副局長、高
級工程師陽裕盛介紹，靈渠生態改造遵循
“以舊修舊”的原則，盡量維持靈渠原貌。
“我們修復渠道時，盡量用同樣的材料進行
原貌修復。”

投資五億 水質達二類標準
為此，在修復靈渠的堤壩時，工程隊試驗
了古時候的石塊黏貼工藝，即用糯米、黃
糖、生鐵水作為黏合劑修復漏水的堤壩，但
幾經試驗均以失敗告終。陽裕盛表示，“雖
然用我們現代的眼光看，古時候的工藝材料
可謂是粗糙。但是我們仿製之後才發現，材
料的配比需要很精準的比例，這項工藝我們
現在無法複製重現了。”最終，靈渠堤壩的
修復只能以混凝土做黏合。
2016年，興安開始全面實施靈渠保護修繕、

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工程。工程分五期進行，
預計總投資5億元（人民幣，下同）。據悉，
目前已完成北渠、渠首段的保護修繕。同時，
興安官方規劃建設佔地約700畝的礦粉產業園，
對污染靈渠水質、空氣的工礦企業進行關閉、
搬遷和整合；新建2個污水提升處理泵站，對
靈渠沿岸23個村屯進行污水直排處理。同時，
投入2,300多萬元實施靈渠沿岸環境綜合整治，
補種兩岸樹木4,000餘株。多管齊下，靈渠水質

達到國家地表水二類水質標準。
由此，靈渠河道軌跡的完整性及周邊生態
得到有效保護，沿岸農業也迎來了新的發展
契機。在廣州打工多年的張玉香一早便看中
家鄉的發展商機，和丈夫回鄉種植草莓，從
一開始的兩畝地發展到如今的近二十畝地。
她表示，打工時一個月能掙一千多元，如今
草莓收成好的時節，一畝地便能獲得5萬元
利潤。“日子越過越好了。”張玉香笑着說
道。
如今趕上“互聯網+”熱潮，張玉香不僅

給自家草莓註冊了商標，還和多家快遞公司
建立合作，將草莓通過網絡銷往各地。她表
示，“這些喝靈渠水長大的草莓香味濃郁，
口感清甜爽脆，一直很受歡迎。今年受天氣
影響，草莓產量下降，導致草莓供不應求，
不少南寧、梧州甚至深圳的訂單都只能排隊
了。”
利用靈渠發展特色農業致富的還有興安縣

湘漓唐水生禾花魚養殖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副
理事長唐春艷，2010年她與弟弟一起返鄉
後，利用靈渠水養殖禾花魚，這讓他們一家
走上致富路。
她表示，以前村裡人只種水稻，現在在稻

間養殖禾花魚，除了水稻收成，養殖禾花魚
也能增加不少收入，“靈渠水質好，魚通過
吃稻田裡的微生物和稻穗花粉就能生長，這
種原生態的禾花魚特別受歡迎。”全村在他
們帶動下成立合作社，3,000多畝地都用來養
殖禾花魚，村民們也過上了小康生活。

靈渠，位於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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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

靈渠又名陡河，之所以叫陡河，是因為
靈渠上有許多具有船閘性質的“陡門”，
其作用是壅高水位，蓄水行舟。中國水利
史研究會委員、原興安縣博物館副館長陳
興華介紹，因為古老，這些“陡門”被稱
為世界船閘之父。由於船隻經過時，“陡
門”需要人工升降，因此出現了一支針對
“陡門”管理的隊伍，當地稱之為“陡
軍”。“陡軍”頭目則被稱為“渠目”或
“渠長”， 工作人員叫做“陡夫”。陳興
華坦言，“陡軍”最早出現的時間目前無
法考證，“據史料記載，我們能明確明代
有一支叫‘陡軍’的隊伍，由季、顏、宿
三姓世襲為‘渠目’。”
靈渠歷史研究學者唐中立表示，靈渠作

為古代一條重要的運河，曾經非常繁榮。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在靈渠寫下了“時巨
舫鱗次”的文字，形容水運的繁忙。在清
代，古人也留下了“連檣銜尾”的記載，
講述了當時船隊連貫不斷，船隻之間首尾
相連的盛況。“平時平均一天能有三四十
艘船，最高峰一天甚至有兩三百艘船排隊
經過。當時興安縣令則用‘陡門’‘啟閉
無時休’，就是‘陡門’開關一直沒有停
過來形容‘陡軍’的繁忙。”
宿富松從小生活在靈渠邊，他的曾祖父是

靈渠最後一位世襲的“渠長”宿昌定。雖然
自己未曾與曾祖父謀面，但是從祖父和父親
的口中，他得知自己的曾祖父在民國時期，
還在履行着“陡軍”的職責。

二千多年以前，秦始皇為進一步統一中
國南疆，決定修一條人工運河，溝通湘江
和漓江，運載糧餉，由任職監郡御史、名
叫祿的水利專家（後世稱史祿）負責。靈
渠全長34公里，設計之初，史祿在湘江上
游的海洋河河道中築起了一條“人”字形
分水壩，將河水分開，十分之七的水量通
過北渠注入湘江，十分之三的水量通過南
渠注入漓江，人稱“三分漓江七分湘”，
連接了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
多年來一直研究靈渠歷史的中國水利史研

究會委員、原興安縣博物館副館長陳興華介
紹，在水利界專家們看來，被譽為“世界古
代水利建築明珠”的靈渠是人類文明發展中
的一項豐功偉績。靈渠構成複雜，用鏵嘴、
大天平、小天平、南渠、北渠、洩水天平、
水涵、“陡門”、堰壩、秦堤、橋樑等工
程，完成了兩支水流的溝通融合。“鏵嘴將
湘江一分為二，大天平、小天平為攔水壩，

將水引流到南渠、北渠，最後分別匯入湘漓
兩江；在缺水時節，有‘陡門’蓄水，方便
船隻通行。運河上還建有堰壩，攔河蓄水，
引流入溝灌田……”
除了保證續航，靈渠千年以來不斷滋養

着周邊的萬畝田地。陳興華表示，在清
代，靈渠的灌溉地位已越來越重要，周邊
的農耕設施與方法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地
完善、改進，使這條古老的運河至今仍能
使用。“據史料記載，唐朝開始，利用靈
渠水灌溉農田便有記錄，到明代，對靈渠
的修治明顯加強，使得‘舟舸交通，田疇
均溉，復舊為新’。新中國成立後，靈渠
的灌溉作用不斷完善，灌溉面積不斷提
高，至今達6.5萬畝，靈渠灌區成為興安縣
的主要糧食生產基地之一。”陳興華說。
去年8月，靈渠正式入選“世界灌溉工程
遺產名錄”，成為廣西首個“世界灌溉工
程遺產”。

三族守衛超六百年 繁華時“啟閉無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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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香為網絡訂單客戶採摘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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