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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华

若没有它，又怎会有“钱塘自古繁华”？

记者｜王仲昀

　　对于历史长河中生活在钱塘一带的人民而言，古海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被人称作“捍海长

城”。可以说，没有作为安全屏障的钱塘江海塘，就不会有今日坐享安澜的浙江。

2024年 12 月 5 日，位于杭州市北部临平区的古海

塘文化公园正式开园。公园占地面积568.5亩，

包含 4500 平方米的博物馆和室外展陈区域，由土塘模型（公园

入口）、沉船（范公塘）、柴塘（博物馆室内）、鱼鳞石塘以

及配套工程等部分组成。

在已有的媒体报道中，这所崭新的公园被认为是杭州又一

地标。它在当下仍具有不俗意义，主要还是和历史上的钱塘江

古海塘有关。

古海塘，与长城、大运河并列为古代三大工程，被视为中

国古代最后的国家工程。受限于涉及地域的广泛、遗存空间形

态的完整性，如今古海塘的知名度显然不及后二者。

但是，对于历史长河中生活在钱塘一带的人民而言，古海塘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被人称作“捍海长城”。可以说，没

有作为安全屏障的钱塘江海塘，就不会有今日坐享安澜的浙江。

滔滔钱江水，巍巍古海塘。随着古海塘文化公园亮相，不

妨重新认识一下已经存在上千年的古海塘。

水波恶，海塘兴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自古以来，钱

塘江沿岸富庶优美，百姓安居乐业。生产生活之余，钱塘江大

潮的自然奇观，千百年来也吸引着人们。“海阔天空浪若雷，

钱塘潮涌自天来”，有关钱塘江大潮的诗句数不胜数，是钱江

潮声长久激荡的写照。

然而，诗人笔下的雄壮景致，在钱塘两岸百姓眼中曾经意

味着苦难。当汹涌潮水日复一日地袭来，农田被淹没，正常生

活难以为继。《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

为祭大禹南渡绍兴，“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

从狭中渡”。

古代杭州人民要在脚下的土地上生存发展，必须要面临一

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抵御潮水。在这样的迫切需求面前，海

塘应运而生。

根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镯唐记》称，在东汉时期“防

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

这是我国见于文献记载的第一条海塘，地点大约在今杭州

钱塘门到清波门一带。

根据郦道元的描述，也可窥见海塘的最初形态：“始开募

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

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

最早的海塘，受制于材料与工艺，以填土夯实成塘，即“土

塘”，也就是今日临平古海塘文化公园入口处所展示那般。土

古海塘文化公园亮相浙江杭州，吸引市民前来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