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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国都江堰渠首维修工程述论

罗开玉 武侯祠博物馆

内容提要: 明末清初四川发生了特大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都江堰水利系统名存实亡。清代曾多次对

都江堰进行维修，承前启后。今天的都江堰渠首布局，基本沿袭了乾隆年间阿尔泰重筑后的格局。可以说，正是清

代的反复探索，多次修建，都江堰渠首布局才寻找到了古代最科学、最佳的布局，并与现代都江堰最接近。民国时

期，都江堰渠首建设总的说来是想法多，而实际施工少，实际见成效的更少之又少，多数工程、制度皆有头无尾，

没执行几天。

关键词: 都江堰、清代、阿尔泰、强望泰、丁宝桢、民国

都江堰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那漫长发展、演变、维修和保护历程中，

清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时期。

明末清初百余年间，都江堰经历了由战乱破坏到重建成功的历程。当时四川发生了持续、反复

的特大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千里无人烟”。顺治十六年 ( 1659) ，都江堰灌区的温江县，

全县仅存三十二户，男子二十一丁，女二十三口①; 新津县“无城郭，止穴处二十余家”②。整个都

江堰水利系统“堰堤崩颓，通渠淤塞”，名存实亡、废弃瘫痪，灌溉系统全面破坏。清代早、中期，

政府甚为重视水利，具体落实在四川，便是对都江堰的高度重视。所谓“食重则农重，农重则水利

重，水利重则堰重”“以都江堰为急务”，可以说是清代早、中期四川统治者的共同认识。

今天的都江堰渠首灌溉系统，绝大多数都沿袭清代乾隆二十九年 ( 1764) ，阿尔泰重筑都江古

堰后的格局。可以说，正是清代的反复探索，多次修建，都江堰渠首布局才寻找到了古代最科学、

最佳的布局，才与现代都江堰最接近。它的布局是: 岷江至新工鱼嘴，分开为内、外两江，下有石

埂护堤，右名逼水坝，左名金刚堤，形如人字，至平水槽，有头道湃水，入于外江。石埂相连而

下，有飞沙堰，再下接人字堤，与离堆相连。离堆水口内则有太平堤，分开内江的走马、柏条、蒲

阳三大干渠。外江在都江鱼嘴上，分小支为石牛堰，其正支为鲤鱼堰，右为沙沟河，而石牛堰之水

又来会合。外江下游则有黑石、羊马、沙沟、江安等干渠。这项工程布局，强调分水、湃水、引水

各项工程的联合运用。这种格局并非一朝形成，是反复探索的结果。

①

②

《温江县志》卷六《户口》，嘉庆刻本。
《永平府志》卷五八《列传》十、《仕迹》三，光绪刻本。



一、清代早期

顺治十六年 ( 1659) ，四川巡抚高明瞻率军进入成都。当时成都平原久经战乱，都江堰灌区

“值张逆变后，所余人民，止就隅曲之水，以灌偏僻之田，苟且延生，未遑修理”。高明瞻带头，

“蒙监军道详请三院司、道、府，远近文武捐金二千有奇，雇募淘凿”①。当时入川文武官员私人捐

款凑足二千多两银子，主要以军队，并招请部分藏、羌民工，对都江堰渠首实行了清初第一次整

修。这次大修的中心是重通离堆。当时，因长期失修，离堆宝瓶口中沙石壅淤，水改外道绕行。通

过这次维修，“开垦渐广”，为召集首批移民提供了基础。但总的说来，这次整修以能通水为局部地

区灌溉为目的，规模小，工程少，用二十年以后的眼光看，还属于 “草率从事”。整修后，没过两

年，沙石又重新壅堵离堆宝瓶口，江水不得不再次改外道绕行。即使这样，要确保其运行，仍需每

年岁修。当时“都江堰工役无定程，深为民累”②。

康熙早期，四川地区仍多战乱。该地区的抗清战争，大体上从顺治三年 ( 1646) 延续到康熙三

年 ( 1664) ; 康熙四年，原设在保宁 ( 今阆中) 的四川政府衙门才迁到成都。康熙十年 ( 1671) ，

四川全省在册民户仅 47972户，不足万历六年 ( 1578) 262694户的百分之二十，而这些人家主要在

边远山区，平原稀有人口。这时还谈不上整修都江堰。康熙十二年底，又暴发了吴三桂叛乱，四川

为西线主战场。次年，清军撤出四川。包括都江堰灌区在内，四川绝大多数地区被吴三桂势力控

制。康熙十九年正月，清军收复成都，省内各地仍战事不断，直到该年底才大体完全控制住四川。

吴三桂势力控制都江堰灌区的五六年间，都江堰的管理、岁修、抢修、大修等全面废止。都江堰水

甚至出现了“历三春而水不至”，农民只好“悬耒叹息”的局面。③

康熙十九年 ( 1680) ，清军收复成都，虽省内战事仍多，在开展 “福广填四川”、大量向四川、

向成都平原移民的同时，主管“运军饷”的王骘，便率军队抢修都江堰。王骘，山东福州人，顺治

十三年进士，康熙九年由刑部郎中授四川松威道，管运军饷。这次修堰主要与水上交通运输有关，

渠首堰水，仍“从宝瓶口旁出，非离堆故道也”④，修治工程不大。

康熙二十年 ( 1681) ，新任四川巡抚杭爱⑤，虽当时“伏莽未靖，备御时严”，战事尚未完全结

束，却“念切痌瘝，问民疾苦，采察利敝”，认识到 “食重则农重，农重则水利重，水利重则堰

重”，故“以都江堰为急务”，一方面要组织兵力清剿各种反叛势力，一方面还 “不敢因军兴旁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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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 清) 佟凤采: 《修浚都江堰疏》，碑见都江堰渠首，又见《灌县都江堰水利志》，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3 年
版。

( 清) 佟凤采: 《修浚都江堰疏》，碑见都江堰渠首，见民国 26年《蜀西都江堰功志》; 又见《灌县都江堰
水利志》，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3年版。

杭爱: 《复浚离堆碑记》，碑见都江堰渠首，见民国 26 年《蜀西都江堰功志》; 又见《灌县都江堰水利
志》，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3年版。

杭爱: 《复浚离堆碑记》，碑见都江堰渠首，见民国 26 年《蜀西都江堰功志》; 又见《灌县都江堰水利
志》，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3年版。

杭爱 ( ? —1683) 章佳氏，满洲镶白旗人，父古尔嘉珲，顺治初为国子监祭酒。杭爱初授笔帖式，累迁吏
部郎中。康熙十一年，授山西布政使。十二年，擢陕西巡抚。十九年，调四川巡抚。二十二年，卒，谥勤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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