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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3月 30日

关于统筹开发李冰文化资源的建议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者按：四川是水利资源大省，拥有迄今为止年代最久且仍在发

挥巨大作用的世界水利工程鼻祖——都江堰。“治蜀先治水”，自古以

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对都江堰工程的维护当作重大事件，并

以都江堰的管理为“根本之图”，形成了尊崇都江堰创建者李冰的文化

传统：包括修建于四川各地的川主庙、大王庙等，包括不断挖掘和利

用的各种李冰文化资源，也包括盛行于清明前后在都江堰渠首举行的

“放水节”活动。这些文化传统，将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科学与美学、

技术创造力清晰地呈现出来，为当今和未来的人们提供着最生动的历

史见证。在一年一度的都江堰放水节来临之际，我们组织撰写了《关

于统筹开发李冰文化资源的建议》一文，对李冰文化资源的类型、开

发利用现状及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相关建议，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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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冰其人其事

李冰，战国时期杰出的水利家，秦昭襄王末年（约公元前 256—

公元前 251年）为蜀郡守，继承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治

水经验和开明氏凿金堂峡治理沱江的分水之功，集蜀人治水兴农

业绩之大成，以无坝引水自流灌溉工程的科学方法兴建都江堰，

创世界水利工程之最，至今泽惠于民，被誉为强农利国的“活的生

生不息的长城”。除都江堰外，李冰还治理笮道文井江，开凿羊摩

江，晚年时导洛水、治绵水，为成都平原水利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同时，他还在“内江、外江”上修筑了连通城内外的 7座桥，成为

出入成都的交通要道。由于其对世界闻名的天府蜀水文明作出了奠

基性贡献，2017年 7月 11日，李冰被列入首批四川历史名人；2019

年 12月 6日，李冰被列入水利部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

二、李冰文化资源类型

李冰文化内涵深厚，从物质层面看，主要体现在李冰建设的

水利工程、李冰遗址遗存以及李冰纪念性建筑等方面。从精神层

面分析，可高度概括为廉政为民的奉献精神、继承与创造的奋斗

精神以及道法自然的科学精神，其中折射出的中国智慧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取代的重大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有形的文化资源

1. 水利工程。李冰任蜀郡太守40年，蓝褛开疆，功绩卓著，

在四川各地（包括今成都、德阳、乐山等地）修建的水利工程众

多。除众所周知的都江堰外，还有知名度相对不那么高的什邡朱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C%80?fromModule=lemma_inlink
霜叶
首先要界定李冰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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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火堰。后者取名于朱家桥、李家碾和火烧堰，古称“洛堋”“洛口

堰”，相传为李冰“导洛通山”时所建，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朱

李火堰与都江堰一道，造就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岷江沱江

两大水系自此从桀骜不驯的“祸水”变成造福成都平原的幸福之

水，共同成为“天下粮仓”成都平原旱涝保收的保障。2022年7月22

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都江堰水利工程系统朱李火堰遗址授

牌仪式在什邡市举行。

2. 遗址遗迹。主要有都江堰出土的东汉李冰石像、东汉持鍤

人像，成都天府石犀、七星桥遗址；德阳什邡章山李冰墓、李冰

神祠（大王庙）等。其中，关于石犀的记载，最早出现于西汉扬

雄《蜀王本纪》中。杜甫也曾撰写《石犀行》：“君不见秦时蜀太

守，刻石立作三犀牛。”然而随着岁月流逝，石犀逐渐消失在历史

长河中。1973年，天府广场修电讯大楼打地基时发现一头石兽，

由于其体积巨大，未能挖出。一直到2013年，才正式出土，并被

专家认定为李冰主持雕刻的石犀。后来石犀入藏成都博物馆，成

为镇馆之宝。

3. 纪念性建筑：主要包括都江堰二王庙、伏龙观，什邡李冰

陵园、李冰纪念馆、川主庙、升仙台、礼斗峰等。祭祀李冰的川

主庙，目前全川尚存180余座。其中，什邡的川主庙被称之为“川

主第一庙”。北宋时，李冰被敕封为川主，洛水人民为纪念李冰，

将龙神庙改为川主庙，现在成为集传统文化、休闲活动、宗教活

动于一体的活动场所，是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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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形的文化资源

1. 水利文化。李冰“师法自然、因势利导”的治水宗旨；李冰

石像上“珍水万世”的珍水敬水理念；李冰创造的无坝引水的都江

堰水利工程奇迹，成为顺应自然、敬畏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李冰建成都江堰后，设立“湔氐道”，负

责工程的管理和维护，兼理地方民政，之后的历朝历代也多设有

相关管辖机构。都江堰的维修，分岁修、大修、特修、抢修几大

类，其中以岁修（每年定期进行整治维修一次）最为重要。岁修

根本目的在于保护都江堰的生态环境，使它能实现良性循环。岁

修工程主要包括“河方”和“堤堰”，以“深淘滩、低作堰”六

字诀为修复原则。岁修制度成为令都江堰独步千年的最重要原因，

至今仍被奉为水利工程的圭臬。长期积累起来的科学思想和技术

规范，在岁修制度中得到贯彻、融化和普及，使得都江堰不仅在

工程模式、水文明理念等方面堪称可持续发展典范，而且在组织、

制度层面同样留下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2.“放水节”民俗活动。放水节源于几千年来人们对江神的

信仰和江水的祭祀，秦时因李冰建堰治水有功，都江堰民间就已

存在着改祭祀江神和江水为祭祀李冰的春秋祭祀活动。都江堰岁

修一般为枯水季节 ，当地民众用杩槎、竹笼等筑成临时围堰，截

岷江水流并淘修河床，加固河堤。到了清明时节，成都平原春耕

急需用水，人们便拆除杩槎，引滚滚岷江水直入内江，灌溉成都

平原千里沃野，同时举行庄严而又盛大的仪式，纪念李冰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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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放水节也因此得名。北宋时，官方正式

将清明节这一天定为“放水节”，由此形成了清明放水节的独特文化

传统。都江堰市也因此而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座拥有放水节的城市。

3. 神话传说。李冰治理好蜀地岷江河水泛滥问题，为蜀地经

济、社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蜀地人们在口耳相传中，逐渐将李

冰神化，并衍生出川主信仰和神话传说。如东晋常璩《华阳国志》

中对李冰化为神的记载：“冰凿崖时，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

与神斗。”东汉应劭《风俗通》记载了李冰化身为牛，与江中恶神

大战的故事。唐白敏中《成都记》也记载了李冰入水杀恶龙的故

事。后世将其纳入道教神仙体系，官方不断给其加以封号；其子

李二郎，也成为道教著名神仙二郎神的原型之一。

三、李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问题

（一）开发利用现状

长期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各地（特别是成都和

德阳）十分重视李冰文化的挖掘和利用，众多学术研究成果不断

涌现，各类形式多样的文学与艺术作品纷纷出现，各类李冰纪念

场馆和文旅场所相继建立。今列举如下：

1. 学术研究。学界关于李冰的研究，从内容上看，大体分为

以下六类：一是关于李冰籍贯、生平与家庭的研究；二是关于李

冰入蜀、守蜀时间的考证；三是关于李冰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研

究；四是关于李冰历史贡献的研究；五是关于李冰文化的研究。

六是关于李冰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其中，关于李冰文化的理

霜叶
补充这本书和下面两本书的成书时代

霜叶


霜叶
这样表述，会让读者误解以下作品均出自这两家机构

霜叶
下面的内容主要说的是历史研究。这一条应放在第一，先有学术研究，才好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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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主要围绕李冰信仰文化而展开。

2. 文学与艺术作品。主要有川剧《李冰》《夫妻桥》，纪录

片《蜀守冰》《李冰与都江堰》《中国川祖李冰》，电影《李冰》，

电视剧《李冰传奇》，动画片《龙脉传奇》《中华治水故事》第9

集《李冰和都江堰》，皮影剧《李冰治水》，书籍《李冰》（杨

学敏著）、《李冰传》（冯广宏著）、《汤汤水命：秦蜀郡守李

冰》（凹凸著）等。

3. 旅游资源。关于李冰文化的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今成都、

德阳两市。成都市主要有都江堰景区、李冰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功

能区，都江堰李冰文化国际旅游节等。其中，李冰文化创意旅游

产业功能区是都江堰市全域旅游经济地理中的自然与文化硬核和

旅游经济消费中心，也是都江堰率先建成国际化生态旅游城市的

核心支撑。德阳市主要有“导洛通山”工程遗址公园、川主庙、朱

李火堰、升仙台、礼斗峰等。什邡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后，

对大王庙进行了修缮，重建了李冰陵园，实施李冰广场、高景关

李冰导洛通山遗址公园、李冰纪念馆等五大工程，让古人的智慧

与精神在现代社会继续焕发生机。

（二）存在问题

李冰文化资源种类较为丰富，但对李冰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还存在研究与宣传作品数量较为匮乏、整体热度不高、社会影响

力也不够大等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李冰文化内

涵挖掘不够。二是李冰文化资源宣传力度还不够，特别是艺术创

霜叶
这几本算不算文艺作品？

霜叶
集中在今天的成都、德阳两市。成都市有……德阳市有……

霜叶
“市场性不强”指的是什么？“文化精品较少”文化旅游与上一第“宣传力度不够”交叉了。可改为成德两地在文化旅游资源的统筹开发上联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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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领域还需拓展，精品力作还不够多。三是缺乏鲜明有力的文化

创意品牌。四是成德两地在文化旅游资源的统筹开发上联动不足。

四、统筹开发李冰文化资源的建议

（一）联动加强李冰学术研究，深度挖掘李冰文化的内涵与

价值

如加强四川省李冰研究会和四川省李冰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

与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等机构合作，通过

联合发布学术规划专题，调动广大学者参与，积极推动社科界、

全省高校人文学科进一步深度挖掘李冰文化的重大学术价值和丰

富内涵，开创李冰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二）加强李冰文化宣传与传播，提升民众对李冰文化的认

同感

如编写李冰文化乡土教材；推动李冰文化进高校、进社区、

进中小学；面向社会受众编写李冰文化的社会普及读物等，通过

扩大社会受众面，宣传和传播李冰文化。

（三）加强艺术创作指导，鼓励创作一批李冰文化的文学作品

选择加工李冰文化资源，有计划地组织力量进行文学创作并

将其改编成电影、电视、戏曲（除传统戏剧外，还可包括音乐剧、

歌舞剧、情景剧等），提升李冰文化知名度和美誉度。

（四）加强李冰文化旅游资源统筹开发联动，助力文化强省

和旅游强省建设

如通过对李冰文化资源的全面梳理，促进创意设计与实体经

霜叶
“市场性不强”指的是什么？“文化精品较少”文化旅游与上一第“宣传力度不够”交叉了。可改为成德两地在文化旅游资源的统筹开发上联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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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现代生产生活、消费需求对接，加快培育具有李冰文化特色

元素的文化和旅游创意产品。支持举办文化和旅游创意产品大赛、

推进活动等，推动建立企业、市场与院校协作的创意产品研发体

系，加快实施一批易开发、能转化、有市场的优质项目，促进成

果转化利用，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助力文旅经济持续壮大。

李冰文化资源丰富，有形的文化旅游资源散落各地，特别集中在

成都、德阳两地，是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可资利用、可做强做

大的优质资源。成都、德阳两地可在统筹联动上进一步沟通、合

作，打造统一文旅品牌、共建旅游精品路线，形成文旅资源开发

合力，推动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

报：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送：省委宣传部、教育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省广电

局、省社科院、省社科联。

成都市委、市人民政府，德阳市委、市人民政府。

发：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3年 3月 30日印发

（共印 5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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