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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生态实践智慧是人类（个人、人群乃至社会）在对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关系深刻感悟的基础上、成功从事生态实践

的能力，是一种选择“正确的”生态知识成功进行“为善的”生态实践的能力。 生态知识只有通过成功的生态实践，才
可能转化为生态实践智慧。 生态实践智慧通过巧妙连接各类生态知识与整体实践行动，不仅自古以来就引导着人类

应对雨洪管理实践，还成就了众多造福万代的雨洪管理工程。 在当下我国城市雨洪管理的实践中，它应该而且能够继

续成为有效的引导者。

城市雨洪管理实践需要生态实践智慧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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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国洪涝灾害频发，特别是近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的大面积城市内

涝，使得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 为了有效地管理城市雨洪以应对严峻的

城市水生态安全问题，本文提出：城市雨洪管理需要生态实践智慧的引导；生态

实践智慧不仅自古以来就有效的引导人们的雨洪管理实践，成就了许多造福万

代的雨洪管理工程，它对指导今天的城市雨洪管理实践仍具有极其重要的

作用。

■城市雨洪管理需要生态智慧的引导

城市雨洪管理实践，实质上是人们基于生态知识与经验在流域或集水区进

行的一系列工程实践的过程，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抵御洪涝灾害，还在于通过保

持水质、调控水量来维持健康的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和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共生关系。 由于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系统之间的差异性，在将包括水

（文）、土（壤）、气（候）、生（物）、社（会）的知识与经验，应用于具体的城市雨洪

管理实践时，适境性是实践者需要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其实现与否、实施的程

度如何是雨洪管理实践成功的决定因素。 实践者应该以具体的地域场景特征

为依据，发现和选择适宜的生态知识（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并把这些知

识有机地融合到规划、设计、营造和管理的实践中去［１］。 这就要求实践者具备

一种因地制宜、圆满从事具体生态实践的能力，即生态实践智慧。
生态实践智慧是“人类（个人、人群乃至社会）在对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关系

深刻感悟的基础上、成功从事生态实践的能力” ［２］，是对所有生命过程及其相互

关系的深刻理解并在实践过程中维持其生存尊严的能力。 它具有以下内涵：１）
选择“正确的”生态知识成功进行“为善的”整体生态实践的能力；２）基于生态

伦理准则下“知行合一”的能力；３）选择知识并做出价值判断即“以道驭术”的
实践能力；和 ４）内含伦理和美学价值，通过判断选择知识有效提升整体生态效

益的能力［３］ 。与现代生态科学及相关学科对具有普适性的“真”的追求不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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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实践智慧是在特定情景与境况下发现相关知识、
发明和运用适用技术对“善”的追求。 生态知识通过

生态实践，才能形成生态实践智慧，而生态实践智慧

反过来又可以引导一项新的生态实践行动，存在“知
识→实践→智慧→新的知识→新的实践→新的智

慧”的认知和行动的关系［４］。
通过巧妙连接生态知识与整体实践行动，生态

实践智慧自古以来一直引导着人类的雨洪管理实

践，成就了无数造福万代的雨洪管理工程，其中许多

工程在建成几百甚至上千年后仍在发挥作用。 在我

国，这些工程包括：江西赣州福寿沟、北京北海团城

和紫禁宫等城镇雨洪系统，以及浙江金华市诸葛八

卦村、江西吉安市渼陂村、安徽黄山市宏村等古村落

雨洪系统。
近代，受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背后的同一性（实践

对象）、统一性（实践方式和方法）、高效性（实践的

投入产出效率）和普适性（实践原理和知识）原则的

影响，片段化的、有时效性的、基于假设条件的一般

性生态知识和经验被直接不加选择和调整的快速应

用于具体场景的雨洪管理实践中。 这一认知思路上

的短板是现今实践中许多误区产生的原因。 例如，
聚焦城市内部，忽略城市与所在流域之间的相互影

响；回避实践时间的短暂性和系统弹性调适的长期

性之间的矛盾；注重工程建造，忽略社会⁃生态整体

协同，特别是社区参与。 这种缺乏生态实践智慧引

导的城市雨洪管理实践的思路和方式，不仅无法达

到目标，更削弱了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原本具有的应

对自然洪涝灾害的韧性。 ２０１６ 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发生大面积城市内涝的同时，处于同一天气影响下

的历史古城得益于历史营造的雨洪管理系统而安然

无恙。 这种鲜明对比，强有力地呼唤着生态实践智

慧引导下的城市雨洪管理实践的回归。

■生态实践智慧应能有效引导现代城市雨洪

管理实践

中华民族的先贤们在长期的雨洪管理实践中积

累了丰富的生态实践智慧。 比如城市的选址要“高
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 （《管子·
乘马》），选择龟背形地形建城有利于排水和避免城

市内涝；利用重力自流管理雨洪过程，“作水窗事十

二间，视水消长而启闭之，水患顿息” （刘彝·宋）；

增强自然过程的可感知能力，通过将环境过程与生

命体验相结合，培育人与水之间协同共生的相互关

系，如“入沼蓄调，饮用防火”（安徽宏村的水智慧）；
构建基于水利社会单元的自治管理模式，以产生维

持系统“平衡状态”的内生动力，如“分四六，平潦

旱”（代表都江堰水智慧的治水《三字经》）。 这些传

统生态实践智慧对我国现代城市雨洪管理实践有哪

些启示呢？
首先，转变雨洪是灾害的认知，建构人水互惠共

生关系。 雨洪过程对维持健康的社会⁃生态系统具

有重要的意义，应将雨洪视为城市重要的自然资源，
通过雨洪过程提升社会福祉，构建适应和包容雨洪

过程的城市和社区发展模式。 其次，建立基于自然

过程的管理法则和采用基于集水单元的分散利用方

式。 通过雨水重力过程完成营养物的降解和水资源

的分质利用，避免采用集中收集的大型结构工程。
通过重构（或建构）韧性空间模式，形成多种组合方

式的雨洪管理生态基础设施。 对高风险集水区不过

度依赖于单一工程的作用，雨洪管理系统应体现整

体性、健壮性、冗余性、灵活性、容错性等特征。 第

三，将城市社区作为雨洪管理的基本单元，提升城

市⁃社会系统的社区韧性。 将雨洪过程与生活体验

相结合，培养社区居民的环境共识并增强应对雨洪

事件的能力。 综合平衡工程建设的短时性和运行调

适的长期性的关系，形成利于雨洪管理系统稳定运

行的动态反馈管理模式和适应性管理机制。 第四，
协调长短期目标的实践路径。 城市雨洪管理以水要

素建设管理为核心抓手，通过继承和复兴地方水文

化内涵，带动相关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实施。 在可

持续性水资源利用框架内，利用水敏性城市发展模

式，达到整体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综合

目标。
提倡生态实践智慧引导下的城市雨洪管理实

践，是对我们的祖先千百年来在与自然协同进化过

程中历练出的成功且圆满从事生态实践能力的崇高

礼赞；是对体现在他们身上的那种精心维系人与自

然之间互惠共生关系的契约精神，以及在这种精神

引导下的因地制宜、随机应变能力的学习、效法和回

归。 如何在现代城市雨洪管理当中，学习和应用传

统生态实践智慧，探索与当今社会组织形式和经济

生产方式相契合的生态智慧范式，形成符合时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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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当代城市发展特点的现代生态实践智慧并有效

的引导实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和紧迫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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