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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通过对水安全、水生态智慧以及人类诗意栖居内涵的剖析，指出诗意栖居是人类的共同向往，需要高度的生态

智慧以及高度的水安全支撑。 诗意栖居具有生态内涵，科学并智慧的水观念对人类诗意栖居具有先导作用，有利于水

安全体系的构建；揭示水规律并善加利用，是人类诗意栖居的重要基础性机制。

基于水安全与水生态智慧的人类诗意栖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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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安全

水是人类消耗最多的自然资源，每年消耗接近 ５ 万亿 ｔ［１］，水供应的安全性

与可持续性制约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在人类文明早期，水安全问题主要是干

旱、洪水和河流改道等自然型问题；现代水安全问题多是人为型问题，表现为：
水量短缺、水质污染、水环境破坏、洪涝灾害、健康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生
态安全、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

我国淡水资源短缺，水安全形势严峻。 据测算，我国淡水资源的人口承载

量为 ６．４ 亿人［１］，仅为耕地承载人口量的 ８０％、粮食承载量的 ８５％、经济发展承

载量的 ９５％、土地资源承载量的 ６７％、能源承载量的 ６０％。 同时，我国洪涝灾害

频发，如 ２０１６ 年部分地区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从局部时空层面说明了水安全

的紧迫性。 人类离开水无法生存，但人类生存也需要坚实的环境安全保障，其
中水安全的保障尤为重要。

■水生态智慧

生态智慧是生命体形成的能使环境更适于生存的策略和理念的总和［２］，是
人类对人与自然互惠共生关系的深刻感悟及因地制宜且高效的从事生态实践

的能力。 生态智慧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生态性的思想智慧，二是智慧性的生

态对策［３］。 水生态智慧是将“水”与“生态智慧”融合后产生的生态智慧类型，
是人类与水共生的精华与结晶，是保证水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从水中获

得物质与精神享受的保障。 水生态智慧与生态实践相结合，能使诗意栖居在水

环境方面得到完美实现。
水生态智慧包括三个方面，即生态性、诗意性和智慧性。 水的生态性指其

具有生态服务功能；水的诗意性指其具有的喻象性、殊相性和美学性；水的智慧

性指其具有利他而自利（获得长久的存在和价值），灵动、兼容、张力、韧（弹）性，
“循理”、“轮回”与“积存”的智慧［４⁃５］等。 许多精神文化遗产都从水中汲取了智

慧［６］。 水生态智慧是生态智慧的核心要素之一。 水生态智慧的核心是人［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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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诗意栖居

１９３５ 年海德格尔提出了诗意栖居，认为诗意栖

居是人类生存的本质。 人应追求诗情画意的生活，

唯有诗意的栖居，才是对人栖居的“世界之家”的真

正建筑［８］。 诗意栖居具有生态内涵。 人的全面的自

由是诗意栖居的核心价值［９］，自由是指向一个人与

万物和谐共生的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既仰望

天空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又脚踏实地筑造并完善

物质环境。

生存保障、安全性、宜居性、生态性、景观价值等

是诗意栖居的物质性前提；学识素养、审美情怀是诗

意栖居的精神性基础；而对人自身的认识，以及人对

与自然关系的感悟是诗意栖居的智慧性表征。 诗意

栖居是人类的共同向往，需要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包

括水生态环境）和高质量的人文环境支持，也离不开

高度的智慧以及高度的水安全支撑。

■基于水安全与水生态智慧的人类诗意栖居

若干思考

更新水观念

观念是行动的指南，观念决定了目标与方向的

正确与否。 先进及科学的水观念包括：（１）水能量

观。 洪水及水灾是水能量积蓄到一定程度后大自然

的自我舒解机制之一，因此一定程度上洪灾是不可

避免的，人居环境建设须尊重并顺应这一机制。 （２）

相对水安全观。 人居环境中不存在绝对的水安全，

都是在一定时空条件及范围下的相对水安全。 （３）

全面的“与水共生”观。 承认、接受水带来的威胁是

与水共栖不可回避的内容，预做准备并提升避险自

救能力，是与水共生的重要内容。 （４）水空间正向演

替观。 人类与水在空间上要”分”、”合”相宜，其中

重要体现之一即尊重水空间的独立性及不可侵犯

性，水空间在容量与质量两方面的正向演进是水安

全的充要条件。 （５）水的非廉价性与雨洪资源性的

观念。 尽管水最大的优势是可再生性，但不可将水

作为廉价的资源［１０］。 在抵御雨洪的同时，也要将洪

水作为人类重要的水资源来源之一。 （６）虚拟水观

念［１１］。 考虑水在人口、社会、经济和生态全过程中

的实际轨迹及效应，重视水的虚拟轨迹与虚拟效应。

（７）以精细化、集成化、智慧化、科学化、综合化的方

式规划建设适应人口增加和气候变化的水系统［１２］。

科学的、具有智慧特征的水观念有利于水安全体系

的构建，是对构建人类诗意栖居的理性认知，对诗意

栖居具有先导作用。

揭示水规律

水规律是人类在各个层面上所发现的与水相关

的法则、本质及趋势。 水规律内容丰富，包括：水资

源及水污染的时空分布，水的运行循环，水的物理化

学特征演变，城市水循环中环境激素变化，人类生

产、居民点及各种农作物需水规律，城市发展与水环

境演化规律等。 水规律的发现需要借助理论（包括

水科学与水生态智慧）的指导，需要持久的生态智慧

研究和实践过程，如，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的《生态脆弱区煤炭现代开采地下水和地表生态

保护关键技术》，通过矿井水资源运移规律、地表生

态“自修复”规律、地下水运移压差规律的揭示与利

用，获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１３］。 揭示

水规律并善加利用，是水生态智慧的体现，也是人类

保证其栖息环境安全乃至赋予其诗意的重要基础性

机制，应该成为现代城市雨洪管理实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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