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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西湖水利遗产的景观多功能性与
多主体博弈

Study on the Landscape Multifunctionality and 
Multi-subject Game in the Fuzhou West Lake Water 
Heritage

摘   要：水利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中国众多水利遗产已逐步纳入城市建成区范围，水利遗产的主

导功能也由生态、生产为主逐步转向多功能兼容。但水利遗产

的核心价值及可持续运行的关键还没有得到充分阐释。福州西

湖至今已有1 700余年历史，经历了22次疏浚，逐步从官湖

转变为公园、从城郊型湖泊转变为城市中的湖泊，是典型的

“活着的”“转型中的”水利遗产。借鉴景观多功能性理论，

通过民国《西湖志》文本与图示解析，从人类福祉角度探讨福

州西湖水利遗产景观主导性与多样性在空间中的关系，梳理不

同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及其对西湖水利可持续运行的

影响。以期揭示水利遗产景观多功能性的时空演进过程、构建

水利遗产“景观-功能-管理”的级联关系，为推动城市水利遗

产从景观多功能性走向景观可持续性提供参考。

关 键 词：风景园林；城市水利遗产；多功能景观；多主体博

弈；时空演进；可持续发展；福州西湖

Abstract: Water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Cultural 

Heritage. In recent years, many of China's water heritages have 

been surrounded by urban built-up areas, and its leading functions 

have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ecological and production-oriented 

ones to multiple ones, but its core values and the key to sustainable 

operation have not been fully explained. Fuzhou West Lake of 

1,700 years old with 22 dredging records is a living example in 

transition.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landscape multifunctionality 

theory and analyzes the Fuzhou West Lake Conservancy Records 

published in 1917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dominance and diversity of Fuzhou West Lak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well-being and to sort out the game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nd its impact on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West Lak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space-time evolution of the 

landscape multifunctionality in water heritages, establish a logical 

link of landscape-function-management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urban water heritages from landscape multifunctionality 

to landscape sustainability.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urban water heritage;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multi-subject game; spac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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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遗产包括水利工程体系、相关遗产及所

在地生态环境[1]。学界很早就注意到水利遗产对

中国区域性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影响[2-3]，对水

生态系统服务内在机制[4]、社会经济部门与水环

境之间互馈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5]。但对水

利遗产景观多功能性的时空演变以及相关利益主

体诉求的关注不足，未能充分阐释水利遗产在千

余年中持续运行的关键。

景观多功能性(landscape multifunctionality)

是景观服务的空间集成。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

是景观多功能性的基础[6]，但景观多功能性更加

强调多主体需求，更加关注景观功能主导性与多

样性在空间中的关系[7]。宋小青等阐释了社会经

济发展对耕地利用功能转型的影响[8]；陈彩霞等

指出协调各个制度层级与多主体利益关系是基塘

多功能化发展的关键[9]；Neyret M等将生态系统

服务供给的生物物理指标与利益相关群体需求的

优先级信息相结合，探索利益相关群体的景观多

功能水平[10]；Liu L L等指出景观多功能性研究

应兼顾长时序的时空演变[11]。目前，景观多功能

性已被广泛应用于土地资源管理、国土空间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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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态修复的前期理论探索，对促进以人类福祉

改善为前提的可持续景观管理有重要意义，是多

学科景观综合研究的重点和景观生态学新的学科

生长点[12]。

福州西湖(含左海)湖体总面积约45hm2，汇

水面积约882hm2，下游流入白马河。福州西湖

最早记载于秦汉时期，魏晋时期逐步转化为河湖

相连的水利系统，至今已1 700余年，为福州人

居环境提供了重要的景观服务，引起了利益相关

者之间复杂的竞争与合作行为[13]，这也直接影响

了福州西湖水利建设与西湖景观风貌的形成。因

此，本研究以福州西湖水利为例，梳理城市水利

遗产景观多功能性与多主体博弈的时空演进，为

推动水利遗产从景观多功能性走向景观可持续性

提供参考。

1  福州西湖水利的历史沿革

福州位于亚热带山地丘陵景观与滨海景观的

过渡区域，地表径流丰富，流量、水位随季节变

化明显。作为典型的河口盆地，闽江自西向东经

福州盆地入海，海水常沿江水上溯，造成土地盐

碱化。蓄水灌溉工程成为福州人居环境发展的重

要支撑。

1.1  古代西湖水利的发展历程

秦汉时期，福州盆地北部成陆，南部水面

依然深广。这时的城西水域属于天然航道的一部

分，西湖尚未成形。

晋代，随着海平面下降，福州城东西两侧的

海湾逐渐淤塞为内湖。太康二年(282年)，太守

严高凿治东、西二湖，利用两湖蓄积的山间汇水

灌溉城郊广阔的农田。同时，严高在城南开挖大

航桥河，确立了福州北水南流、东西互通的水利

格局。西湖水利成为福州城防洪蓄淡、灌溉济运

的重要水利工程。

唐代，观察使王翃在城西南开浚南湖，便于

西湖湖水灌溉南部农田。闽王王审知在2次城市

扩建中将大航桥河与开浚的新河(安泰河)纳入城

中，西湖水利与城市的关系日益紧密。王审知后

代在西湖建造宫苑：“跨城西西湖筑室十余里，

号水晶宫”[14]，使福州西湖成为地方执政者的后

花园。

宋元时期，西湖规模不断减小。淳熙年间

(1174—1789年)，东湖湮灭，西湖成为福州水

系治理的关键。郡守赵汝愚通过建闸强化西湖水

利功能，并首次品题福州“西湖八景”，展现了

西湖向大众水利风景区转型的过程。同时，唐代

与西湖相通的大航桥河、安泰河，在宋代时已成

为城市航运要道。

明清时期，与水争田的矛盾日益尖锐。万

历五年(1577年)，按察使徐中行恢复了受侵占

的西湖湖区，并沿堤植树，巩固堤岸。万历十四

年(1586年)，郡守江铎综合采用导、蓄、障3种

方式，疏浚西湖湖水入城的河道、提升西湖水位

调控能力、减缓湖水对城墙的冲击。在疏浚过程

中，“又复湖中之开化山，亭焉，舟焉，郡之士

民聚族来游”[15]，奠定了明代“增修西湖八景”

中“湖天竞渡”“湖亭修褉”的基础。但是，百

姓的占湖垦田行为并没有停止，湖体的淤积与疏

浚成为常态。自明崇祯八年(1635年)至清同治

十三年(1874年)，平均约40年开展一次西湖疏

浚工程，致力于在西湖沼泽化过程中，通过更精

细的管理维系水利格局(图1)。

1.2  近现代西湖水利的发展历程

1914年，许世英与林则徐后裔、时任水利

局局长林炳章开展西湖清淤工程，铺平道路、重

修湖上楼阁，将西湖辟为公园。

图1  古代福州海岸及西湖水利变迁(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16])
图2  城郊型湖泊转变为城市型湖泊(底图为USGS下载的1966年卫星图、谷歌下载的2022年卫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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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州城市建设由

“组团式”布局转变为集中连片建设，福州西湖

从城郊型湖泊逐步转变为城市中的湖泊(图2)。

1985—2021年，福州西湖经历多次大规模整治

(表1)。2015年，西湖与左海互通，西湖水域面积

由30hm2扩大至45hm2。福州内河河网也从“自

然型”向“井字型”及“干流型”结构演变[17]。

2  福州西湖水利的景观多功能性

文本分析是复现文化遗产景观功能的重要方

法之一[18]。综合考虑文本的权威性、地方性与样

本容量，本研究选择民国五年(1917年)福建省

水利局重撰(何振岱总纂)、2001年福州市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的《西湖志》作为数据来源。

本志辑录了历代福州地方志中西湖水利的相关资

料，能够避免不同年代方志对照研究时有可能造

成的遗漏或重复。为保证文献客观、全面，尽量

避免诗词用典造成的语义扩大，选取《西湖志》

序、水利一至四、杂文、志余共9章以公文、杂

文为主的内容。在通读全文的基础上，提取330

条数据。

2.1  景观功能多样性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蓝绿空间生态系统服务分

类[19]、景观功能转型理论[20]，将西湖水利景观功

能分为农业生产、经济贡献、生态调节、环境保

育、社会保障、文化服务6个类型、16个代表性

功能(表2)。

1)农业生产。

灌溉是古代农田水利工程的基本功能。魏

晋时西湖可灌溉农田面积达691hm2[21]，清乾隆

十三年“(西)湖之存仅七里余矣”[22]。至民国五

年“西湖至今犹得四五里存者”[23]。但西湖始终

是周边农田重要的灌溉水源。此外，官方通过园

地租赁、种植蔬果等方式促进农业增收。民众也

常常私自养殖鱼虾、种植菱藕，获取私利。

2)经济贡献。

内河外江、潮汐互通是福州水上交通的最

大特征。位于城西北方向的北关闸引西湖之

水入城，南北向的白马河连通西湖、闽江，

并与各内河互通水流，保障了内河航运，带动

了两岸商住活动的发展，促进了“两岸酒市歌

楼”[24]的繁荣。

3)生态调节。

雨洪调蓄是福州西湖水系建设的主要目的之

表1		 	 	 	 		福州西湖近现代开浚工程

序号 时间 主持者 措施 规模

1 1914年 许世英(巡按使) 清退湖体被侵占的部分、建闸、修复古

迹，将西湖辟为公园、绘制平面图

挑出积土约5万m3、修复石堤约

3 960m、疏浚河流约5 808m

2 1985年 福州市委市政府 分区挖泥清淤 西湖清淤近18万m3

3 1990年 洪山镇农民 修建左海公园 左海公园水域面积达18.14hm2

4 2001年 习近平(省长) 机械化清淤、沿湖修建截污渠等配套污

水处理设施

清淤约30万m3、新建截污渠1 800m及

1座7 000m2沉淀池

5 2016—

2021年

福州市委市政府 沿河修建截污管道，清理西湖及内河淤

泥，拆除内河两岸近河房屋，修建生态

驳岸，建立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

修建截污管道长度超过600km、清理淤泥

近800万m3、拆除沿河房屋近400万m2、

完成156条内河治理 

表2		 	 																										福州西湖水利景观功能分类(以明清为例)

类型 代表性功能 关键词 例句 出处

农业

生产

水产养殖 鱼、渔、虾、菱、藕、

鳞介、私塘

傍湖民众贪图小利，私种

菱藕

水利三·沈瑜庆等《据情咨部邀准，拨还

地方寄存盐署公款，以充浚湖经费文》

蔬果种植 果树、蔬菜、菜畦 开化寺李树六十九株……每

年租息银十两

水利二·潘思榘《重浚福州西湖碑记》

农田灌溉 灌、溉 负郭阡陌，全赖此湖潴水

灌溉

水利二·陈丹赤《康熙六年六月绅衿陈丹

赤等公呈》

经济

贡献

交通运输 舟、船、驶、交通、辒

运、负戴

舴艋毕达……计省民间负戴

之费，一日不知几千万也

水利二·沈涵《重浚福州西湖碑记》

商住活动 商贾、赁典、民物、辐

辏

血脉贯通，风气荟萃，兴扶

气运，博济民物

艺文二·杂文·陈寿祺《答陆莱臧论扶手

水利书》

生态

调节

雨洪调蓄 潴、蓄、旱、涝、吐

纳、汇归等

太溢则启而泄之，稍平则闭

而蓄之

水利一·李思诚《重修福州西湖西湖闸记》

小气候调节 燥烈、炎、暑 制南方燥烈之气 水利二《康熙六年七月福州道亲临踏勘看语》

环境

保育

水土保持 通山泽、捍御等 照堤埝之法夯硪坚实，以资

捍御

水利二·乾隆十三年闽侯二县《详覆筹议

浚复西湖》文

水质净化 涤污、疏秽、流恶等 以涤其污秽、而消其渣滓 艺文二·杂文·李拔《福州城河水利考》

提供物种栖

息地

凫、鹭、蝶、鳌、生息 屿浮水面，集裕凫飞鹭于孤洲 水利一·孙昌裔《上中丞浚西湖启》

社会

保障

社会福利 学官、湖利、活计、振

贫等

议归湖之利于学宫，而贷学

租，以完湖税

水利一·《乾隆福建通志》

军事安全 金汤、城池、设险、伏

莽等

湖宽则濠面宽，可无伏莽

之虞

水利一·《崇祯八年二月，福防厅黄勘语》

防灾避灾 火、灾等 近为侵占，水源壅滞，而非

常火灾，连年数见

水利二·陈丹赤《康熙六年六月绅衿陈丹

赤等公呈》

文化

服务

审美与文

化、艺术灵

感激发

文运、人文、文明、文

昌、翰墨、题咏、觞

咏、结社等

以文运言，西崑之地，翰墨

属焉，波澜成章，不可涸也

水利一·《崇祯八年二月，福防厅黄勘

语》

休闲娱乐 游息、燕集、巨观、泛

舫、鼓棹、竞渡等

趁此雨后新晴，便当鼓棹城

西耳

艺文二·杂文·高兆《与许不弃札》

政治教化 气运、龙脉、堪舆、政

教、祝圣等

政教因而覃敷 艺文二·杂文·李拔《福州城河水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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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凿西湖前，福州城“溢则有巨浸之虞，旱

则有焦烁土之患”[25]。福州西湖、东湖、南湖

在应对区域雨水时空分布不均问题中起到调节作

用，为福州城市安全发展提供支撑。及至宋元，

随着福州东湖、南湖相继消逝，福州旱涝灾害发

生更为频繁[26]。

4)环境保育。

环境保育包括水土保持、水质净化、增加

物种栖息地等。闽越王无诸统治福州时已严令

禁止于西湖东北侧的屏山砍伐树木，以加强水

源涵养[27]。魏晋以来，西湖周边广植树木已成

惯例，后又“环(西湖)堤实以椿埽，植以榕柳杂

卉”[28]，进一步增强水土保持能力。有序的水文环

境还能够促进城市引清排浊和物种多样性的提升。

5)社会保障。

西湖社会福利功能主要体现利用湖产振贫、

促学。首先，西湖所产的鱼虾是贫民的食物来

源，官员还会将浚湖工程与灾民救济相结合。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官府提出湖产利益

划归给学宫，将湖产收益用于地方教育。清乾隆

五十三年(1788年)，总督福康安主持西湖浚治

工程时并设粥棚，以便挑夫在领取工钱后就近购

买价格更低的粮食。其次，西湖作为城隍的组成

部分，对军事防御、城市防火有积极影响。

6)文化服务。

文化服务包括文化审美及灵感激发、休闲

娱乐、政治教化。西湖初凿时重在水利，后历任

统治者在此进行风景营建：“闽有水晶宫，宋有

澄澜阁、陆庄，明有薛家园池，清黄任重葺宛在

堂，林文忠建李忠定祠、修荷亭、桂斋”[23]，逐

步使西湖成为水利风景区。唐末，统治者王延钧

在西湖举行重五(农历五月初五)竞渡。明清，西

湖成为文人宴集赋诗的场所，仅民国《西湖志》

中记载的以西湖为主题的诗就有近220首，作者

包括蔡襄、朱熹、林则徐、辛弃疾等名人能吏。

福州西湖周边还分布有众多治水名人纪念建筑与

涉水活动遗存，为地方政治教化、地域文化传承

起到重要作用(表3)。

2.2  景观功能主导性

为探讨景观功能多样性与主导性的变化规

律，将330条数据划分为魏晋、隋唐、宋元、明

清、民国5个时期(图3)。

魏晋时期西湖水利的景观功能集中表现为

农业生产、生态调节。隋唐时期，西湖水利的经

图3  西湖水利景观功能主导性分析

表3		 	 	 	 					福州西湖周边风景点

名称 年代 位置 修建缘由

古城墙 魏晋 西湖 军事防御

西禅寺 唐咸通 怡山 僧侣修行场所

水晶宫 五代 西湖 唐末宫苑

迎仙桥 宋代 西门 通行

桂斋 宋绍兴 西湖 宋丞相李忠定居所

澄澜阁 宋淳熙 西湖 督工场所、纪念西湖开浚

镇海楼 明洪武 屏山 清代城楼的样楼

萨侍郎祠 明天顺 大梦山 祭祀先祖

宛在堂 明正德 开化寺旁 祭祀前贤及参与建设西湖的人

陈忠毅公祠 清康熙 西湖荷亭旁 祭祀清代巡海道陈启泰及妻刘氏

开化寺 清康熙 西湖 僧侣修行场所

越山书院 清康熙 屏山 由祭祀场所发展成书院

西湖书院 清康熙 雄兵桥西 祭祀朱熹

褒忠祠 清乾隆 谢岼屿 祭祀忠贞贤良之臣

廉山草堂 清乾隆 大梦山 清代举人萨玉衡读书场所

李忠定公祠 清道光 西湖 祭祀宋丞相李忠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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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贡献开始被感知，并且由于其成为执政者的后

花园，文化服务成为这一时期景观功能的鲜明特

色。宋元至明清，西湖水利被感知的景观功能逐

渐增多，且文化服务、社会保障功能的强度有所

增加。

民国时期西湖水利功能多样性有所下降，

原因可能是本研究选取的《西湖志》成书于民

国五年，对西湖功能的记述更加倾向于历史上

西湖主导功能的总结。值得注意的是，《西湖

志》序言中明确提及“游观”与“水利”功能

的表里关系①，呈现了西湖文化服务功能不断增

强的趋势：西湖本质是水利工程，并不是为了游

憩。但如果连游憩功能都满足不了，水利功能又

怎么能实现呢？

2.3  相互关系与作用范围

1)多功能相互关系。

协同作用体现为功能之间的相互促进。雨洪

调蓄与农田灌溉、交通运输为协同关系，其共同

影响因子为水体容量、水系连通度。《西湖记》

中多处有“湖以钟流、有饮农功，河以歙潮，贾

运四通”[29]等描述，用以说明水体容量增大、水

系连通度提升，可以提升对山洪、江潮的调蓄能

力，为农田灌溉提供更充足的水源，并提升水运

可达性与运载量。

权衡关系体现为各功能之间相互抑制。具

有明显的权衡关系的是水产养殖与农田灌溉，

商住活动与农田灌溉、水质净化。(1)水产养殖

与农田灌溉。西湖周边民众通过私划水塘进行水

产养殖，导致西湖水体规模不断减少：“夫侵公

家之湖，作私家之塘。图一人之利，夺万家之

食”[30]，削弱了西湖农田灌溉的功能。(2)商住

活动与农田灌溉、水质净化。首先，缺乏规范的

商住活动会蚕食湖界，使得湖体萎缩，降低蓄水

量与水系连通度。其次，商住活动高度集聚、生

活污水直排入河，会导致河道淤塞、水质污染：

“至架河为屋，塞井为房，略无隙地。沟旁河

边，随意倾倒粪秽。不数年间，即致淤塞。[31]”

2)多功能作用范围。

将西湖水利代表性功能性作用范围划分为湖

体、城湖、城郊、区域4个区间。从图4中可以

看出，各功能作用范围不尽相同。湖体、城湖范

围以水产养殖、蔬果种植、商住活动等个体利益

导向的生产功能为主。城郊、区域范围以农田灌

溉、雨洪调蓄等公共利益导向的生产、生态功能

为主。虽然文化服务功能集中在城湖范围，但文

化审美及灵感激发通过文化传播还具有跨时空联

结的可能(图4)。 

3  福州西湖水利的多主体博弈

博弈指多利益主体在复杂环境中的行为交

互关系[32]。多主体博弈研究可以帮助决策者更

好地理解不同利益主体间的互动和影响，为平

衡各主体利益诉求、寻求对抗冲突最优解提供

了可能[33]。近年来，基于博弈视角的水资源分

配研究大量涌现[34-35]，但水利遗产发展演变过程

中多主体博弈关系的研究仍不多见。福州西湖的发

展反映了多主体为争夺“水权”空间配置的博弈结

果。在景观多功能性解析的基础上，探讨福州西湖

水利遗产中的博弈关系与行为，有助于更深入地理

解城市水利遗产的核心价值与存续关键。

3.1  多主体博弈关系

多种景观功能及其作用范围的差异，引发了

不同主体对空间资源配置、占有和开发利用上的

冲突与矛盾。由于《西湖志》对市场(商会)的记

述有限，本研究主要探讨古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政

府(官员)、民众(百姓、士绅)这2个主体的博弈关

系(图5)。

政府(官员)以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公共利

益提升为目标，注重城湖以上空间范围中西湖水

利生态、生产功能的发挥，更加关注水利系统的

整体性，关注湖体规模、水利管控、水系格局的

优化。在政府纵向层级关系中，地方政府是水利

工程的执行方，中央政府以官员考核的形式对地

方政府进行引导与监督，但各级政府也期望在博

弈规则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36]，因此，根据

拨款形式(中央拨款、地方自筹)产生政府内部博

图4  代表性功能作用范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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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政府内部博弈可以称作

中央地方博弈。

虽然民众也追求综合效益最大化，但受眼

光、地位与整体观视角的限制，其行为基本还是

从自身角度出发[37]，更加关注湖体、城湖范围

的景观功能的货币化。因此往往选择最有利于个

体利益的博弈策略，即通过侵占湖体优化生计，

从而形成政府与民众2个利益相关主体的外部博

弈——开发保护博弈。如果政府占据博弈主导地

位，会通过多种措施并举抑制湖体沼泽化；如果

民众占据博弈主导地位，则会促进湖体沼泽化，

甚至导致湖体湮灭。

根据社会与政治影响力，民众又可以划分

为平民、士绅2个类型。为了与在职政府官员区

分，本文用“士绅”指代当地的准官僚或退休官

僚团体。士绅是政府(官员)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渠

道。当官方权威具有保障时，士绅通过引导民众

还湖，与政府官员共同推进浚湖事务，以获得更

高的名望。当官方权威衰减时，士绅有可能从引

导还湖转向纵容甚至推动占湖。即从“士绅”转

变为“豪强”，谋取个人私利，从而形成民众内

部博弈——士绅平民博弈。

3.2  多主体博弈行为

虽然政府与民众的利益诉求相似，均为农业增

产、商业发展、社会支持、文化繁荣，但在公共利

益与个人利益导向差异的影响下会采取不同的博弈

行为。此外，由于水利整治工作需要调用大量人力

与资金，并涉及征用公私土地等事务[38]，要求地方

政府具有较强的财政水平与动员能力。因此地方

水利兴废还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

魏晋至唐末600余年间，福州人口有限，未

出现明显的与水争田现象，东、西、南三湖相

通，水利格局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宋代起，人

口日益膨胀，民众开始在城外生活并定居于西湖

周围，出于私利侵占西湖的行为屡禁不止：“或

塞为鱼塘，或筑成园囿，甚至于违法立券相售，

如祖业然。[39]”但宋代颁发的“农田水利约束”

将地方官员政绩与农田水利治理挂钩，极大激

发了地方官员参与水利工程整治积极性。地方官

员积极向中央朝廷奏请疏浚工程经费，并与周边

寺庙共同负责水利日常管理。在宋元时期，福建

地区修建了数量众多的水利工程，仅福州就修有

湖塘216处、浦180处、陂166处[40]。可即使如

此，西湖沼泽化进程仍不断加速。宋皇祐四年

(1052年)，西湖面积与晋代相比“所存仅十之

三”[41]。淳熙九年(1182年)，西湖面积进一步

减小，“仅存湖地十之一二”[42]。

及至明清，国家税制简化，促使福建沿海

“官办”的水利事业陆续改为“民办”[43]，西湖

疏浚工程由官府主导转变为官民共同参与。明朝

颁发的“一条鞭法”规定水利工程维护资金从地

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有限的情况下，最常见的

筹措资金方式就是在职官员、士绅捐款。随着地

方政府经费屡遭削减，政府职能也随之萎缩[44]。

在明清时期12次疏浚工程中，共记载捐俸行为

3次，即明万历五年捐俸创阁筑堤、万历四十年

捐俸建闸、康熙四十四年捐银16 200两。如果

官方权威持续衰弱，将导致政府从水利维护事业

中进一步缺位，如明崇祯八年疏浚西湖是由郡绅

孙昌裔发起，巡抚、水利道等官员执行。此外，

随着水利行政禁令的松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

政收入，也会放任民众占垦淤地[45]。湖周民众借

“受税”之名将资源据为己有②，导致恢复西湖

困难重重。

在长期的开发保护博弈中，民众博弈行为内

容相近，主要是侵占湖体或山体，改作私塘、私

田、私宅、私园、墓地。政府博弈行为内容则根

据具体情况不断调整，如崇祯八年提议退田还湖

的人“勿罚其侵占，勿追其花利，如悔过者，一

切免纠”[47]。乾隆十三年(1748年)，强调不影

响水道的私田可以保留，但要根据田亩数罚款和

追取利息，用以充当浚湖工费。自清康熙四十四

年起，开始对西湖边界登记造册，“将湖边之地

丈明八至界所”[48]，使湖岸清退有了准确依据。

相较于古代西湖疏浚工程以清淤为主，现代则强

调清淤与清污并举、浚湖与疏河并重，更加系

统、科学、准确。

4  结语

本研究以人类福祉改善为前提，全面梳理

了福州西湖水利历史沿革，通过剖析民国《西湖

志》提取了福州西湖水利遗产6个功能类型与16

个代表性功能，探讨了福州西湖水利遗产的景观

多功能性的历史演进，识别了政府、民众等利益

相关主体感知景观功能的空间范围以及相互之间

的博弈关系与行为。

研究发现：1)福州西湖水利历史沿革展现了

从水利工程到水利风景区的演变过程，是城市

水利遗产“转型中”的典型样本；2)随着社会-

生态系统的发展，福州西湖的主导功能逐渐从

生态、生产转向以生态、文化为主的多功能兼

顾；3)景观功能作用范围不同所引起的多主体博

弈是福州西湖水利遗产存续与转型的关键。政府

图5  福州西湖水利多主体博弈关系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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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原文：“夫谓湖为水利，不为游观，立言甚正。恶知

湖至不足以游观，将又何水利之可言！事固有须本末

兼举者。[23]” 

② 原文：“予奉敕来视水利，则久为豪右所据，种鱼

以牟利矣。诡名受税，奄而有之；启闭不时，蓄泄

失度。[46]”

(官员)多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抑制西湖沼泽化过

程，而民众从个体利益出发的行为会加剧西湖的

沼泽化。如何识别水利遗产关键景观服务与受益

主体，是深入了解水利遗产核心价值及可持续运

行的重点。

本研究将景观多功能性与多主体博弈理论引

入水利遗产领域，以期构建水利遗产“景观-功

能-管理”的级联关系，提供水利遗产价值认知

与活化利用的可能方向，为水利遗产可持续管理

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当然，中国历史上城市湖

田变迁中的各利益主体博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

象，政府治理湖泊的“驰”与“禁”往往有多种

考量。未来还需更加深入解析景观多功能性与多

主体博弈的内在机制，从而为水利遗产可持续管

理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