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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岷江流域作为长江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承载着古蜀文明与羌藏文化的千年积淀，其独

特的治水神话体系构成了中华水文化的重要维度。丰富的江神神话与相关文化遗产，既体现了治

水智慧与族群认同，又为现代文旅融合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在现代化进程加速的今天，这些

文化遗产面临着叙事碎片化、技术融合滞后、生态压力加剧等多重挑战，其创造性转化亟需探索

新的实践路径。本文立足文化遗产活化的时代命题，结合岷江流域文化特质与当代实践，以治水

神话为例，探索江神神话资源活化与文旅融合的多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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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岷江流域作为长江上游的核心支流，不仅

是“天府之国”成都平原的命脉，更是古蜀文

明、羌藏民俗的交汇地。孕育了丰富的神话资

源，作为巴蜀三大神话母题之一的治水神话尤

为突出。从鳖灵开凿宝瓶口到李冰修筑都江堰，

治水神话与水利实践共同构建了岷江流域“天

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并衍生出独特的文化符

号与集体记忆，我们依赖神话资源才能获得完

整的价值与有序的社会
［１］

。然而，在我国现

代化进程中，如何将传统治水神话资源转化为

文旅产业优势，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结

合历史文献、当代实践与政策导向，探索岷江

流域治水神话的创造性转化路径，以期为同类

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提供参考。

一、岷江流域治水神话的资源概况与

多维价值

（一）神话谱系与叙事

１鳖灵与开明王朝的治水叙事

鳖灵治水是古蜀文明的重要神话原型。

《华阳国志》记载，鳖灵通过“决玉垒山”“东

别为沱”分洪岷江，奠定了宝瓶口的雏形，其

治水功绩甚至引发王朝更替。这一神话不仅反

映了早期蜀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更蕴含了

“疏导而非堵截”的治水哲学，成为后世李冰

修建都江堰的技术与思想渊源。

２大禹治水与岷江之源的神话

神话大禹生于岷江上游汶川石纽山，以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疏导法治理岷江洪

水，开创了“堵不如疏”的治水哲学 。其足

迹遍及岷江流域，并在汶川绵虒镇留下禹穴沟、

禹碑岭等遗迹，成为后世祭祀与精神象征的核

心。

３李冰与都江堰的工程传奇

战国时期，李冰父子以“鱼嘴分水”“飞

沙堰排洪”“宝瓶口控流”三大工程，将岷江

“水旱从人”的理想变为现实。都江堰历经 2

300 余年仍发挥效用，其“道法自然”的设计

理念与岁修制度，成为中国古代生态工程的典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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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治水神话的多元类型，本质是自然、

权力与伦理三重关系的投射：自然关系上，从

“对抗洪水”到“敬畏河流”，反映生态认知

的演变。权力关系上，神话为政权合法性、技

术权威提供神圣背书。伦理关系上，通过牺牲

叙事与道德训诫，构建社会共同体意识。这一

谱系不仅呈现神话的丰富性，更揭示了中国治

水文明从“神话思维”到“实践理性”的内在

连续性。

（二）现存文化遗产资源

物质遗产上，都江堰水利工程作为治水神

话的核心载体，其三大主体工程（鱼嘴分水堤、

飞沙堰、宝瓶口）至今仍在运行，其科学设计

也体现了“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都江堰景

区内，二王庙供奉李冰父子雕像，庙内碑刻记

录了治水技术与岁修制度，是祭祀文化的核心

场所。伏龙观神话为李冰锁镇孽龙之处，现存

李冰石像及治水文物，兼具神话象征与历史实

证价值。还有离堆与宝瓶口，神话中鳖灵与李

冰均参与其修建，是古蜀治水技术的实物见证。

其他遗迹如望丛祠（郫县）祭祀古蜀望帝杜宇

与丛帝鳖灵，是唯一留存的开明王朝治水英雄

合祭祠堂。

民俗活动上，都江堰放水节源于古代岁修

后的开堰仪式，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祭祀、歌舞、拆堰放水等活动纪念李冰父

子。羌族“禹王祭祀”是汶川等地羌人以歌舞、

禹步仪式祭祀大禹，强化族群认同的一种传统

活动。还有川主信仰活动，四川多地建有川主

庙，定期举办庙会，李冰被尊为“川主神”，

民间以祈福消灾为主题延续祭祀传统。

总之岷江流域的治水神话资源兼具历史

深度与文化多样性，其物质遗存、文献记录与

活态民俗共同构成“神话——历史——生态”

三位一体的文化景观。这些资源不仅是学术研

究的宝库，也为文旅融合与传统文化创新提供

了丰富素材。

（三）文化资源的多维价值

１.精神价值

治水神话既是岷江先民适应自然的精神

产物，塑造了川蜀人民坚韧、协作的集体性格，

也是维系社会认同的纽带。通过放水节、祭江

仪式，人与自然达成象征性和解；李冰信仰强

化汉文化在蜀地的正统性，而羌藏等少数民族

的多元叙事则保留文化多样性。儒释道与地方

信仰的交织，更凸显岷江作为“文化通道”的

开放特质。这些神话至今仍通过水利遗产、庙

会仪式活态传承，成为解读巴蜀精神的重要密

码

２.经济价值

都江堰“无坝引水”技术使成都平原成为

“天府之国”，汉代灌溉面积达百万亩，至今

仍保障着四川盆地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在现代，

以治水神话为核心，可以形成文化 IP，推动

都江堰、青城山等景区旅游发展，带动餐饮、

住宿、文创衍生品等产业链，提升旅游附加值。

３.生态价值

都江堰工程通过“鱼嘴分水”“飞沙堰排

沙”等技术，实现 2200 余年无生态破坏，为

全球水利工程提供了“绿色可持续”范本。鳖

灵“决玉垒山”与李冰“锁蛟镇水”神话，也

启发现代生态治理需兼顾技术理性与自然规

律。

二、治水神话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现实

困境

神话资源转化不是外在的人为问题，而

是内在的历史要求。但是目前岷江流域内的

治水神话现代性转化还存在着诸多困境。

（一）叙事碎片化与浅层化

鳖灵治水、李冰斗江神等神话虽承载深厚

文化内涵，但其叙事方式多为口述或文献记载，

缺乏符合当代审美的创新表达，也缺乏系统整

合与现代表达，导致文化ＩＰ辨识度不足。这

种文本分散导致文旅项目主题模糊。例如都江

堰景区与三星堆遗址虽同属古蜀文化圈，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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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形成“治水文明”主题联动，游客难以感知

文化逻辑的连贯性。还有部分文旅项目仅将治

水英雄符号简化为雕塑或壁画，未能深挖其生

态哲学与现代价值，如都江堰“深淘滩、低作

堰”的智慧未被转化为可体验的教育内容，导

致文化资源“有形无魂”。而且在神话的现代

化叙事过程中经常出现脱离原有内核的情况。

需要注意神话的确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属

性，民间文学传统可以实现现代化的转换，但

不能改变其传统的内核，否则其转换形式会走

向灭亡
［２］

。

（二）技术融合不足

多数景区仍依赖静态展陈（如文字展板、

文物陈列），沉浸式体验技术（如 AR／VR 场

景复原）普及率低。文旅项目仍以静态展示为

主，缺乏沉浸式体验与数字化创新。以都江堰

为例，作为李冰文化的核心载体，年接待游客

超千万人次，但其展陈仍以静态文物和水利工

程实景展示为主，壁画中的“李冰斗蛟”神话

缺乏全息投影或沉浸式剧场还原，游客平均停

留时间不足３小时，大部分反馈认为体验枯燥。

放水节虽是非遗品牌，但传统７日仪式被压缩

为２小时表演，祭祀器具改用塑料制品，原真

性严重流失。大禹文化的开发则更为滞后，如

北川禹穴沟仅以遗址标识为主，缺乏ＡＲ导览

或情景剧演绎“疏导治水”的现实意义，游客

停留时间基本不足１小时。

（三）生态压力加剧

岷江流域水电开发、城市化进程导致水

土流失与水质污染，威胁文化遗产的原生环

境。上游城镇密集导致土地资源紧张，挤占

生态空间。城镇建设往往优先于生态保护，

导致治水神话相关的湿地、河道等历史空间

被侵占，文化记忆与生态功能同步削弱。

（四）社区参与不足与传承活力衰退

首先，传统仪式商业化，都江堰放水节

等民俗活动逐渐演变为表演性节庆，原住民

角色被边缘化，削弱了文化传承的社区根基。

其次，非遗传承人断层，羌笛、羊皮鼓舞等

非遗技艺面临传承人老龄化问题，年轻一代

因经济压力转向其他行业，导致活态传承难

以为继。最后，文旅收益分配不均，部分文

旅项目（如生态农场、非遗工坊）未建立合

理的社区分红机制，居民参与积极性受挫。

（五）区域协同缺位

岷江流域涉及多个行政区域（如阿坝、成

都、乐山等），缺乏跨市州的统一规划，各地

文旅资源开发各自为政，比如汶川、北川、都

江堰三地争夺“大禹故里”称号，重复建设祭

祀设施。造成资源浪费，成都与德阳两地李冰

文化资源（如都江堰与朱李火堰）未形成主题

廊道，游客动线分散，难以构建“治水文明走

廊”品牌，也未能形成“神话——水利——民

俗”的联动效应。

三、文旅融合的多元路径探索

（一）神话叙事重构：从历史记忆到文化

IP

神话叙事重构包括标志性建筑的重构、庆

典仪式的重构以及艺术表演形式的重构等几

个方面。首先，需要构建神话主题体系，以鳖

灵、李冰等人物为核心，串联三星堆、金沙遗

址等考古资源，打造“古蜀治水史诗”叙事链。

例如北川通过大禹文化陈列馆与AR技术再现

治水场景，增强游客参与感。同时，开发ＩＰ

衍生品，推出治水神话主题的动漫、影视及手

工艺品。例如都江堰的“音乐窟”冰箱贴结合

扫码听声功能，将水利工程与音乐文化融合，

既传播知识又增强趣味性。

（二）科技赋能展示：沉浸式体验与数字

孪生

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通过数字存

储、信息检索、虚拟现实、可视化展示以及数

字媒体技术等技术保存、再现、传播和开发各

国民族文化遗产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３］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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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行虚拟现实复原。比如利用 3D 建模技

术重建古蜀治水场景，如都江堰岁修仪式的动

态模拟，开发互动体验项目，增强游客参与感，

使游客直观感受竹笼络石、杩槎截流等传统工

艺。其次，建设智慧导览系统。在岷江沿线相

关景区设置二维码标识，扫码即可获取神话故

事、水利原理等多媒体内容，提升游览深度。

最后，创新文化传播形式。利用新媒体平台，

制作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动画等，讲述大禹和

李冰的故事。以动画形式展现李冰与江神搏斗

的惊险场面，配上通俗易懂的解说，在抖音、

B 站等平台发布，吸引年轻人关注。

（三）生态旅游开发：从工程遗产到绿色

经济

打造水利研学线路，设计“都江堰——

宝瓶口——朱李火堰”研学路线，结合生态

农场体验，推广节水农业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同时加强政策协同与生态补偿，借鉴岷江上

游生态保护区的补偿机制，统筹文旅收益与

环境保护。

（四）节庆文化活化：从民俗仪式到产业

引擎

首先，创新节庆形式。复兴都江堰放水

节、大禹祭祀等传统仪式，结合现代科技（如

无人机表演、数字祭典）提升吸引力，并融

入羌族“禹王祭祀”等少数民族元素，增强

文化多元性。可借鉴绍兴禹陵村的模式，推

动本地祭祀活动升级为国家性文化盛典，实

现从民族走向国家、从地方走向公共视野的

资源转化，促进“大禹”在当代社会种成为

认同的符号性表达
［４］

。同时打造社区参与

模式，鼓励本地居民主导羌族萨朗舞、羊皮

鼓舞等民俗表演，通过“非遗工坊”实现文

化传承与增收双赢。

（五）跨区域协同发展：共建岷江文旅廊

道

设计一条跨区域的“江神治水探秘之旅”旅

游线路，这条线路串联起各个景点，游客可

以先在北川禹穴沟感受大禹的诞生地和治

水起源，再前往都江堰领略李冰治水的伟大

工程，前往望丛祠朝拜鳖灵，最后到什邡李

冰陵园缅怀李冰。同时，开通景区之间的直

通车，方便游客出行。在目前文化、旅游管

理部门合并的背景下，须建立多部门协调配

合、共同推进非遗利用的管理体制
［５］

。各

景点联合开展营销活动，共同制作宣传资料，

在各大旅游展会、线上旅游平台进行推广，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同时将路线融入

巴蜀神话旅游路线之上，联动三星堆与金沙

遗址，以“治水文明”为主题，设计跨市域

的神话旅游线路。

四、结论与展望

岷江流域的治水神话资源是中华文明

“天人合一”思想的活态体现，其核心在于

以敬畏自然、顺应规律为基础，将水利工程

与生态伦理深度融合。从都江堰“乘势利导”

的无坝引水设计，到羌族“禹步”仪式的敬

畏传承，无不彰显古人“道法自然”的哲学

智慧。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些文化遗

产的传承与转化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传

统神话叙事与当代受众的认知存在代际鸿

沟；另一方面，文旅开发与原生态保护的矛

盾亟待平衡。因此，未来的创造性转化需以

“多维协同”为原则，构建“神话 IP＋科技

体验＋生态旅游＋节庆活化”的全产业链模

式，推动岷江流域从单一“水利经济”向复

合“文化经济”的转型升级，不断探索文化

遗产的可持续利用路径，使千年治水智慧在

新时代焕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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