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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现代京城水文化 

李振海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前 言 

水是地球上客观存在的一种物质，是生命之源，从大自然中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湖泊海洋及动植物物种的塑造和演变，到人类社会城市、乡村

和工业、农业的发展演变与布局，水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人类与水的关系密切又复杂，既体现在个体性方面也体现在社会性方面，有

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明进步，人们对“水文化”更加关注。但是“水文化”究竟是什么？包含哪些内容？至今尚未有人给

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笔者对此经常思考，深感水元素涉及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都会呈现出无穷无尽的内容。“水文

化”绝不仅仅指水景或相关文化作品，与水相关的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的、社会的，客观的、主观的）都应当是水文化的范畴。 

京城的水文化有着鲜明的特点，不同的时代体现出不同的特征。自古以来京城与水和谐相处，然而，现代京城建设高速发展，人口规模急速扩

大，水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制约性因素，在此背景下，北京人与水的关系已不仅仅是休闲与赏景的问题，而是深化为发展与否、生存与否的

关系。奥运会之后，北京水文化更已超越治河理念、生态景观设计等层次，而是体现为政府决策核心内容，不仅涉及工程，还深深涉及行政、经

济、法律、全民意识等问题。以缓解水危机为目标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社会控制、废水资源化等成为核心任务。 

近10年来，笔者参与了北京一些水利工程研究工作，进行了大量实地考察，在水文化方面也做过一些探讨。本文以水为中心、从京城与水的关系

出发，立足于现实状况，论述了现代京城水文化特点。期待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水是孕育北京的原动力  

众所周知，北京平原是华北平原的北端，西靠太行山脉、北靠燕山山脉，山外则是高原。有众多河流从山区流入这块平原，西部主要有永定河、

拒马河、大石河等，北部主要有潮白河、温榆河等。根据地质学家的研究，2亿年前北京地区是一片汪洋大海，以后地球上一系列的造山运动形

成了北京周围的山脉，北京地区则逐渐变成浅海和沼泽洼地。洪水将山区和高原上的砂砾石、泥土冲泻下来，一层层沉积在低洼处，形成了目前

的北京平原，也雕刻成了现在的山区景观。河流造就了平原，为北京城提供了一个生长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水是孕育北京的原动力。 

2 千年来京城与水和谐相处 

水是保证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水系既有防洪、供水等基本功能，也有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功能。自古以来，“靠水而

居”是人类普遍的心理偏好，作为人类集中居住地的城市，其诞生和发展与水都是密不可分的，北京也不例外。 

历史上北京地区河流湿地很多，地表水、地下水都很丰富，景色优美、气候宜人，因此，人类在这里逐渐建设起了一座重要的城市。素有“先有

什刹海，后有北京城”之说，确切的道出了京城的诞生、布局、扩展、演变与水的关系。城市建设的同时，河湖水系也同时得到治理，最终形成

了今天的格局。如今的北京城区有一个上至京西玉泉山、下至京东通州、串通环绕的河湖水系，在规划市区1040km2范围内，有大小河流30多

条、湖泊近30处。这些河湖水系为京城增添了秀丽和灵气，据此人类创造了丰富的文学、绘画和音乐文化艺术。自古以来，京城水系就与政治、

经济、军事、教育和人类生活关系甚密。 

历代各王朝都为控制水害、开发利用水资源、营造美丽景观付出了巨大努力，比如清代乾隆年间仅在颐和园附近的金河就开挖治理了4处湖泊，

用于蓄洪灌溉和营造园林；市区水系的疏挖、皇家园林的建设都具有治水、用水和生态保护内涵。可以说，千年来京城与水和谐相处。 

3 现代京城与水的关系面临深刻的矛盾  

3.1 从过去水量丰沛到现在的严重缺水 

    历史上，北京河流水量丰沛，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潮白河等夏天经常泛滥成灾。据当地老人们回忆，60年代以前，永定河每年夏季都

发大水，洪水滔滔，景象非常壮观。60年代一次大洪水，拒马河、大石河造成了5公里宽的淹没区，大水一个月才退去。非汛期这些河流也很少

断流，水流清澈，景观优美，“卢沟晓月”就是这种景象的写照。当年地下水也很丰沛，沿山前平原地带，到处都有泉水涌出，过去颐和园、圆

明园内的河湖水系很多都是利用泉水补给，海淀区农民多用泉水灌溉稻田。 

60～70年代，为了控制洪水、开发利用水资源，以官厅、密云两大水库为主，北京修建了85座水库，同时，永定河流域上游河北省境内也修建了



大小260多座水库，由于水库的拦截和大量取水导致河流下游流量锐减。80年代以后，随着北京人口增多、工农业发展，用水量急剧增加（2000

年北京用水量大概是建国初期的90倍多），缺水问题日益凸显，大部分河道干枯，河流生态环境遭受灭顶之灾。2003年现场考查时看到，平原地

带的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潮白河等，宽阔的河道全是砂卵石和杂草，几乎滴水不见。河道成为当地居民的采砂场所，到处布满了巨大的砂

砾石坑，满目疮痍、一片荒凉，大风季节风沙弥漫，成为京城大气污染源。 

2000年以来，北京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人口规模急速扩大（2010年8月常驻人口已突破2000万），近10年来又遇连续枯水年（降水量比多年平

均减少1/4），导致北京水源不足问题更加严峻。官厅水库水量越来越少，对北京已起不到多大作用，永定河引水渠已停止引水10年。密云水库

入库水量也逐年减少。北京已从过去水量丰沛演变成现在的严重缺水。 

3.2 从过去水流清澈到现在的严重污染 

急速增大的污水排放量（目前北京年污水排放量约13亿方）造成河流严重污染，“有河皆枯，有水皆污”成为普遍景象。河流污染又造成水质性

缺水，进一步导致水资源危机。80年代以后，由于上游污染，官厅水库变为劣ⅴ类水，丧失了饮用水功能。京城市区的很多河流（亮马河、凉水

河、清河、万泉河、北运河等）都成为排污沟，“大河无水，小河干”，由于缺乏清洁来水的稀释，这些河流都浊流滚滚、臭味难闻。 

北京市共监测有水河流82条段，长1995.6公里，2009年劣ⅴ类水质河长占监测总长度的41.2%。除了西北方向的京密引水渠、圆明园湖、昆明

湖、北海等外，整个北京市区及大兴区、通州区、顺义区的很多河流都受到污染。河道几乎丧失了天然自净能力，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河

流污染又导致地下水污染，影响地下水饮用水源，造成连锁反应。 

3.3 从过去泉水遍地到现在地下水严重疏干 

由于两库来水减少、地表水严重不足，为满足城市用水需求，多年来靠超采地下水维系。10多年来全市超采地下水56亿方，相当于抽干了2800个

颐和园昆明湖。地下水埋深已由1999年的平均12米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平均24米左右，目前已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区。 

过去泉水遍地，现在地下含水层已严重疏干，著名的玉泉山泉水早已经断流。近些年来，在北京西郊山前地区纷纷开凿基岩供水井，使基岩地下

水位衰减速度加快，以地下水为水源的城市自来水厂供水能力下降了7～77％，取水水质变差，一些水源被迫停水。 

3.4 缺水造成不合理的水资源分配格局 

由于缺水，北京对密云水库的供水功能进行了重大调整，从最初向150万亩农田供水为主转变为以城市供水为主。为保证北京城市供水，1981年

国务院召开了京、津、冀三省市用水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密云、官厅水库不再向天津、河北供水。1999年干旱以来，北京市做出决定，停止向京

密引水渠沿线的农业供水。2009年，南水北调中线京石家庄应急供水工程开始向北京供水，水源来自河北省岗南、黄壁庄等4座大型水库，挤占

了150万亩灌溉用水指标。不合理的水资源分配格局让农民及北京周边的省市作出了重大牺牲。 

3.5 缺水严重影响北京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 

水源短缺已成为影响和制约首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了应付缺水，北京市的供水政策被迫多次调整，多年来采取的供水分配政策是

“限农压工保生活”，难以顾及河湖环境生态需水。北京已实施了多项节水及应急供水措施，这些措施是以大力节水，消减和压缩工农业供水，

牺牲环境用水，只保生活和重要工业部门的基本用水为前提。 

郊区农业用水指标大部分取消，无法种植水稻和瓜果蔬菜，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许多工业项目受水资源条件限制不能在北京建设。2000年2

月，石景山发电总厂4口自备井因干枯被迫停产了3口，广宁地区每天停水15个小时，唯一一口维持供水的自备井随时可能被抽空，中断供水，为

此，永定河三家店拦河闸紧急提闸放水，为石景山地区回灌地下水。可见，缺水对北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3.6 现代京城水文化核心体现在人与水的深刻矛盾 

    面对京城严峻的水问题，人们难以潇洒浪漫起来，在美丽的湖光山影面前作诗赋予词、抒发情怀的水文化形式已显得没那么重要。从政府到

民间关注的重点是如何缓解京城的水危机，毕竟它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了京城的生存和发展。 

    一个地区的水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发展却是无限的，超过水的承载能力进行过渡开发就会造成水危机，北京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形成

的。不管怎样，人是主动者，水是被动者，水对人类的报复是大自然的一种被动反应。客观形势的变化会导致水文化核心价值的变化，现代京城

水文化核心主要体现在人与水的深刻矛盾。要缓解这种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还需要人类做出艰巨的努力，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

价。  

4 奥运后京城水文化体现在政府决策核心内容 

4.1 奥运会后京城水文化体现在政府决策核心内容 

为了迎接奥运会，在水的问题上，中央、北京市政府、北京人民和周围省市都做出了最大的努力。首先，2003年国务院批准了南水北调中线京石

段应急供水工程，从河北省应急调水供给北京；北京市投巨资对城区诸多河湖水系环境进行了治理；规划建设了16座污水处理厂，大大提高了污

水处理率；推进了中水利用；对首钢等耗水和污染企业进行搬迁外移等。 

奥运虽圆满落幕，但水危机问题依然紧紧缠绕着这座城市。2015年预计缺水20亿方，水问题成为北京市政府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决策的核心内容，

在行政、工程、经济、法律、宣传等方面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水文化就是这种现象的综合体现。 

4.2 以水为核心建立更加严格的法律和管理制度 

为应对水危机，北京正在建立一套新的、更加严格的法律和管理制度。 

   2010年11月，北京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于2011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立法的核心在于推

进首都污水综合治理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由无害化向资源化转化。“条例”对住宅小区、单位、市政等用水有了更严格的规定，对各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的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再生水、雨水、循环水利用及相应的建设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此外，北京正酝酿修订《北京市节约用水办法》，以进一步推进节约用水。 

2010年11月召开的中共北京市委十届八次全会上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市委书

记刘淇作报告时强调各区县在规划中要提出限制人口目标，主要是针对水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 

4.3 投巨资继续实施调水、供水、中水处理等工程 

南水北调京石段干渠工程已于2008年完成，2009年向北京供水3.3亿方。2015年全线通水后，每年可来水10亿方，可大大缓解北京水源不足问

题。南水北调北京市内的配套工程也在加紧进行，比如大宁调蓄水库、南干渠、北干渠、东水西调、团城湖调节池、亦庄调节池、部分净水厂

等。另外，从2011年开始，将启动“引黄济京”工程，预计将每年调水3亿方，以确保北京正常用水。 

“十二五”期间北京将重点建设以应急供水为重点的调水工程、城乡供水工程、治污工程、防汛安全工程、再生水利用工程、水资源保护工程、

水环境工程“七大工程”，力争在全国实现“五个率先”：实现境内五大水系连通目标，率先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污水资源化利用目标，

率先达到国际最高应用水平；实现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目标，率先达到欧盟国家治理水平；实现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目标，率先达到节水型社会

建设标准；实现应用推广高新技术目标，率先完成科技水务体系建设。 

“十二五”期间，城六区还将规划新建首钢等8座水厂，扩建杨庄一座水厂。新城则规划新建门城水厂、通州水厂等15座水厂，扩建城子水厂等4

座水厂。 

这些工程可以缓解北京缺水的紧张局面，使工业、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确保首都的可持续发展；有了替代水源，可以减少地下水资源的开采，

逐步扭转地下水环境恶化的态势；增加城市河湖的生态用水量，改善生态环境；可以减少对密云、官厅水库的取水量，利于库区水生生态及环湖

生态涵养。 

4.4 继续控制耗水、实施节水、控制人口  

“十一五”期间，北京启动了规模最大的节水运动，以年均21亿立方米的水资源支撑了年均36亿方的用水需求。 

北京市“十二五”规划草案提出，建立区域取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严格实行建设项目节水“三同时”，开展新建重大项目节水评估；建立严格

的产业节水准入制度，淘汰高耗水产业；制定完善的节水器具认证体系，城市居民家庭节水器具普及率达到９５％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

到９５％以上。 

正酝酿修订的《北京市节约用水办法》规定，将禁止开办高档洗浴业、以水为原料的生产企业、滑雪场、高尔夫球场以及月用水量超过5000方的

戏水、游艺经营场所等高用水企业。在用水应急措施中，一旦本市发生供水突发事件或者在用水量达到日供水能力90%时，经政府批准，应当停

止这些用水企业的生产经营用水。 

控制人口是控制水资源消耗的重要一环。《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建议》曾提出：“以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人口规模为目标，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力争

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600万人左右。”在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明确提出，北京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

万。但2010年8月，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已突破2000万人。可见，控制人口是非常困难的。 

4.5 大力推进废水资源化利用  

80年代初北京市就开始对城市污水进行再生利用，目前，北京污水排放量年超过13亿方，城市污水处理率达94%，农村已经超过50%，处理率全国

领先。目前利用再生水约6亿方，2014年前计划再生水利用量达到10亿方。 

根据规划，北京城六区现有污水处理厂将全面进行升级改造，新建污水处理厂全部建为再生水厂。到2015年，城六区再生水厂达到24座，新城则

规划新建、扩建再生水厂30座。目前，再生水已用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奥海、圆明园湖、永定河、昆玉河等河湖补水，用于农业灌溉用水，还用

于热电厂等工业用水以及园林绿化、市政杂用、居民冲厕等。过去高井、石景山两电厂冷却用水一直采用官厅水库来水，2006年修建了横穿北京

市区东西的中水管道，冷却水已改用中水。 

加强再生水使用力度可以促进合理配置水资源，一定程度上实现减少超采地下水的同时保障生态用水量。据测算，再生水利用率提高到80%，每

年可节约新鲜水用量8.9亿方。 

污水再生利用一举多得，是缓解水不足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但目前北京再生水利用也存在很多问题，工程体系建设需要庞大的投资，在水源收

集、生产、输送、使用中涉及面广、环节多，各环节部门的职责未在法规中予以明确，全市统一调配的再生水资源管理机制尚未建立等等。解决

这些问题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需要政府大力推进，社会大力配合，舆论大力宣传。 

4.6 兼顾水景观和生态环境保护 

近年来，北京在水工程建设中充分兼顾了水景观和生态环境保护。所有工程都进行了详细论证，做到了既实事求是、符合北京实际情况，又严格

执行国家和北京市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下面简要介绍几个例子： 

大宁水库。位于永定河西岸，与京石高速公路毗邻，是永定河流域的蓄滞洪水库，容量4000万方，已干枯40多年，库底沙石坑遍地，景色荒凉。

2003年市政府决定将大宁水库作为南水北调调蓄水库，这一决定面临很多环境问题：饮用水源地与蓄洪的功能矛盾问题，高速公路污染事故防止

问题，周围截污、治污问题，地下水渗漏严重等等。经过细致的协调和规划设计，克服了很多困难，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大宁水库蓄水后一举

多得，不但满足了南水北调需要，还将由一个满目荒凉、风沙弥漫的荒凉景观变为京城近郊一处水面开阔、碧波荡漾的新景观。 

新建团城湖调节池（面积33公顷、容量127万方）作为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工程，市政府将其安排在颐和园南侧，与城中村改造规划和生态景观建

设结合起来。选址处有3个自然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较差，2010年被北京市政府列为搬迁改造的城中村。调节池工程设计中充分考虑了生

态景观问题，采用景观设计的手法运用地形、植被等景观元素营造良好的水源地生态景观。3个村庄搬迁、调节池建成后，将形成美丽的景观，

与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相协调。 

2010年北京启动了“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项目，对“母亲河”进行生态治理，治理河段18公里。永定河北京河段已干涸40多年，宽阔的河床

沙石裸露、沙坑遍地，是风沙源地。河岸进行了景观设计，河道利用清河中水厂的中水（年引用1.3亿方）补给，建成后永定河将形成溪流湖泊



相连、两岸绿树成荫的生态景观走廊，新增水面1000公顷，到时“卢沟晓月”的美景将会重现。 

结语 

水是孕育北京的原动力，千年来京城与水和谐相处，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水文化。历史上北京水量丰沛、景色优美，但由于现代城市过度发展、对

水资源过度开发，形成了河流干枯、污染和严重缺水的水危机，威胁着京城的生存和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制约性因素。现代京城水文

化核心主要体现在人与水的深刻矛盾。  

奥运会之后，水问题成为北京市政府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决策的核心，以缓解水危机为目标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社会控制、废水资源化等成

为核心任务，在行政、工程、经济、法律、宣传等方面都需要采取很多措施，这种现象就是现代京城水文化的主要特点。 

要缓解京城水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还需要人类做出艰巨的努力，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这种努力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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