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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居祖國大西北的新疆，廣袤荒涼的戈

壁沙漠之下，有一項與萬里長城、京杭大運

河並列為「中國古代三大工程」的地下水利

工程：坎兒井。它分布在西起喀什、東至哈

密的廣袤區域，90%以上集中在東天山博格

達山脈南、北麓的吐魯番市、哈密市和木壘

哈薩克自治縣境內，總數達到2,000餘條，這

項在距今約四千至六千年的岩畫中就已經存

在的古代地下水利工程，至今還在生生不息

地滋養綠洲上的各族民眾……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應江洪新疆報道

「道出行回火焰山，高昌城郭勝連環。疏泉
穴地分澆灌，禾黍盈盈萬頃間。」清代

蕭雄這首《西疆雜述詩》道出了坎兒井這個中國
只有新疆才有的地下水利工程的最大特點。坎兒
井的誕生與這裏特殊的自然條件和水文地質條件
息息相關。在坎兒井最為集中的吐魯番，生活在
這裏的先人們在與乾旱長期鬥爭的過程中，在挖
陰溝、掏泉、擴泉等開發利用地下水的生產實踐
中，孕育出了坎兒井這項特殊的水利工程。

綜合性地下水利工程
海拔5,000米以上的天山博格達山脈常年冰封
雪飄，每年夏季來臨，天山上的冰川和積雪融
化，湍急的水流出山後迅速滲入戈壁地下，形成
巨大的地下水庫。坎兒井的使命，就是將這些豐
富而優質的地下水源源源不斷地引入人們生活的
綠洲田園。
不同於內地的水井，坎兒井是由豎井、暗渠
（地下渠道）、明渠（地面渠道）、澇壩（小型
蓄水池）四部分組成的綜合性地下水利工程。其
中，豎井的作用是出土、通氣、通風、透亮。一
條坎兒井往往是由數十乃至上百個豎井依次排列
構成，井深一般在20米至60米之間（隨地面
坡度的增加而增加）。在戶外航拍俯瞰，一個個
豎井井口有序串聯，在荒涼的戈壁沙漠中猶如一
條條珍珠項鏈。不明真相的外地人眼裏，恍若置
身於月球表面。
從博格達峰山腳下到吐魯番盆地中心的艾丁
湖，水平距離不到60公里，但兩地落差竟達
1,050多米！同時，吐魯番內部土質由黏土或鈣
質膠結，質地堅實、黏合性好，開鑿挖渠不易坍
塌。這些都是坎兒井能夠存在並延續至今的重要
因素。目前，新疆最長的坎兒井有25公里，最
深的一條有98米深。這些大大小小的坎兒井在
農業現代化的今天仍舊發揮它的作用。

連續使用時間最長超1500年
有了坎兒井，從天山雪峰到火焰山下的荒漠戈
壁，一道道清泉在人們看不到的地下暗渠裏緩緩
流淌數千年，滋養吐魯番綠洲，把最甜的味道
留在葡萄裏，最濃的汁水留在烤肉裏，最香的氣
息留在烤囊裏……
吐魯番市是一座東西向分布的城市，西北高，

南面低，全市1,108條坎兒井南北向分布，利用
山體的坡度，由高向低，將城市北部天山上的雪
水通過地下暗渠引入，全程無蒸發、無污染、無
需添加任何的提水裝置，出水流量自然穩定，可
謂最獨特的引水方式、最自然的出水調控、最潔
淨的水源水質，當地人稱每條坎兒井最多可以澆
灌幾十畝地的農田。
據吐魯番市高昌區文化體育廣播電視和旅遊局

文物科科長木拉提．乃吉木丁介紹，目前在吐魯
番市，有水的坎兒井還有278條，其中連續使用
時間最長的坎兒井已經有1,500多年。

全程人工挖掘維護異常艱辛
無論是從吐魯番坎兒井博物館沿觀賞步道蜿

蜒徒步至坎兒井暗渠部分，還是直接從戶外坎兒
井的豎井口通過吊車垂直下放到暗渠，沿途都可
以清晰看到牆壁上人工挖掘的痕跡，近距離感知

到建造這項工程的艱辛和偉大。
原坎兒井掏撈隊隊員海比布力．塔力甫說，自

己在十七八歲的年紀就開始下井工作，一般都是
早上下了豎井，幹到晚上才出來。在豎井和暗渠
的狹小空間裏作業，只能佝僂腰，用坎土曼
（新疆少數民族普遍使用的結合了鋤頭和鐵鏟兩
項功能的挖掘工具）來挖土到小筐子裏，挖滿一
筐就通過豎井吊運出去……周而復始、辛苦異
常。不僅如此，下井清淤維護作業時都得是光
身子，否則身上的衣服被泥水打濕之後，黏在身
上就沒法幹活了。
在井下作業，陪伴海比布力．塔力甫的還有油
燈。在井下開挖暗渠時，既是照明工具，又可以
通過油燈的光線來起到定向作用，確保坎兒井打
得直。此外，一旦地下有任何風吹草動，油燈的
火苗子也會顫動，為工作人員起到預警作用，
「可以保命」。

與長城大運河並列「中國古代三大工程」

坎兒井的數量於20世紀50年代末達到了最高
峰，20世紀80年代以後，由於氣候變暖、降水減
少，加之農田機井增加過快，地下水位下降，導致
不少坎兒井乾涸甚至消失。進入21世紀，隨坎
兒井開鑿技藝被列入國家級非遺名錄，坎兒井又重
新得到重視和保護。
吐魯番學研究院副研究館員李剛介紹說，為讓這

一古老的水利設施恢復生機，2009年起，中央和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共投資1億多元人民幣，對新疆的
200多條坎兒井進行搶救性保護加固，其中，吐魯
番搶救性保護加固坎兒井165條，已加固維修的坎
兒井出水量有不同程度增加，再現了「十里暗流聲
不斷，行人腳下過潺湲」的生動情形。

「一簾春欲暮，茶煙細楊落花風」形容此刻
的茶書院再合適不過了。坐落在廣東省惠州市
博羅縣湖鎮鎮崗南村的小山村裏窩藏一個叫
「石芽壩葉惠民茶書院」的地方，遠離城市
的繁華與喧囂，舒適而安逸……創辦人正是來
自香港的葉惠民教授，他是世界著名的茶道
家，近代中國茶文化的開拓先鋒、忙碌遊走世
界傳播茶文化。創辦茶書院的初衷是為了更
好地傳播茶的文化，並將此發揚光大。葉教授
在香港開拓了茶的新視野，開設茶藝班，線上
線下各級的茶道茶藝課程、講座、工作坊，為
不同階層、由4歲至90歲人士茶道的培訓。
而葉教授喜歡天南地北浪遊並傳播茶的

「種子」，可謂成效卓著、碩果纍纍。而落地
於石芽壩茶書院源於葉教授的家鄉也在此處，
不單單是榮歸故里，更多體驗的是「謂從丹霄
落，乃是故鄉親。」茶書院在不打破古老建築
的基礎上添加了各種茶元素，葉教授更是監督
一磚一瓦的砌成。茶書院裏的茶、一草一木
一花，從選種到種植、採摘、到杯子裏的茶

水，這中間的任何一個步驟，都是事必躬親，
精益求精。
現在，大家可以在農村文創生活「採茶製茶
體驗課程」，創造你們難忘的經歷，親親大自
然，從而親身體驗、學習採茶、製茶及品茶，
留下美好的回憶，加深學習的興趣。大家在這
兒開始一連兩天的採茶製茶體驗，可以背茶
簍，沿河邊穿過小徑往茶山去，親手採摘茶
葉，感受一芽一葉的茶實在得來不易，片片皆
辛苦！從採摘鮮嫩的芽頭，攤青後在熱烘烘的
炒鍋殺青，經過攤涼到揉捻成形，最後烘炒成
茶。深深體會到一撮優質好茶，實在得來不
易。
暖暖陽光下，坐在吊籃裏聞微風吹過的痕

跡、靜看花落的聲音。午後的茶書院更是一副
「多應午後茶灶起，山下看來是白雲」美景。
夜幕降臨時隨手抓上幾把魚料便可做一個悠閒
的垂釣者，享受「野茶抽心起，山花照眼
明」的美好。偶然還能看到魚塘裏嬉戲的小魚
兒。忙碌的婦人在草堆遠處投餵小鴨子們。

三五成伴的小孩子在草坪上嬉笑怒罵，一副
「忙趁東風放紙鳶」的童趣。
到不了陶淵明的「桃花源」，不妨來石芽壩
茶書院嘗一口好茶，吃一頓家常便飯，讓我們
一起來圍爐煮茶。你大可相信，這是一個讓你
來了都不想走的茶院子……「品一杯自己採製
的茶，那就必須到茶園親身體驗。」

◆文、圖︰雅博◆參加者專心地學習。

◆在石芽壩葉惠民茶書院，參加者專心聆聽
有關茶文的內容。

◆參加者在學習製茶。

◆葉惠民老師親身示範。

到惠州親親大自然體驗採茶製茶
◆大家可以背茶簍親手採摘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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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井沙盤兒井沙盤

◆夜幕下茶書院環境清幽

林則徐左宗棠與坎兒井的佳話
民族英雄林則徐和坎兒井有一段佳話。當年他因「虎門銷煙」成

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背鍋俠」，被道光皇帝發配到新疆伊犁。途
經吐魯番看到坎兒井時，驚奇之餘寫下日記：「聞到吐魯番六十里
較短，遂復前行，二十里許，見沿途多土坑，詢其名，曰『卡
井』，能引水橫流者，由南而北，漸引漸高，水從土中穿穴而行，
誠不可思議之事。此處田土膏腴，歲產木棉無算，皆卡井水利為之
也。」「查吐魯番境內，地方多係掘井取水以資澆灌，名曰卡井，
每隔丈餘挖一口環，導引水由井內通流，其利勘溥，其法頗奇，詢
為關內外所僅見。」
讚賞之餘，林則徐對這一奇妙的水利設施立即加以改進，在伊拉

里克（今新疆托克遜）等地廣為推廣。他同負責勘墾事宜的全慶在奏
章中，談到引托克遜西阿拉溝水灌溉伊拉里克土地，建議設「人、
壽、年、豐」四處墾戶，承領耕種。數年後，清朝一品大員左宗棠步
林則徐後塵，進入新疆後號召軍民大興水利，僅在吐魯番市就開挖維
修了坎兒井200多處，對促進當地農業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草原坎兒井滋潤遊牧文明
清凌凌的天山雪水從坎兒井的出水口流出，沿明渠流向不遠處

的澇壩。澇壩旁，孩童嬉戲、婦女浣衣……這是在天山南麓吐魯番
市隨處可見的鮮活情景。而在天山北麓的木壘哈薩克自治縣，圍繞
在戈壁草場的澇壩邊飲水的多是肥美的牛羊。
據木壘縣草原坎兒井博物館中的記載，該縣開挖草原坎兒井的歷

史大約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引進這項技術的是原木壘縣副縣長吐
爾遜。生於1902年的吐爾遜，原籍吐魯番縣三堡鄉編席戶，1914
年居家遷到木壘定居。1949年參加新疆和平起義。解放後被推選
為木壘縣人民政府第一任副縣長。作為工商農牧兼營的少數民族上
層人士，吐爾遜在木壘縣新戶戈壁、雀仁、青疙瘩一帶都有自家的
草場。早在1925年，為了解決戈壁草場的人畜飲水問題，吐爾遜
從老家吐魯番的鄯善縣請來坎兒井工匠，在新戶戈壁自家草場上開
挖了一道坎兒井。在他的帶動下，當地農牧民也爭相效仿，通過引
進坎兒井技術，來
解決戈壁上的農業
用水河草場缺水的
困難。
第三次全國文物

普查資料顯示：木
壘縣境內分布的坎
兒井有77條，目前
還能使用的有 17
條 ，是由烏孜別
克、哈薩克、維吾
爾、漢等多民族共
同開挖的團結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