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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序 —

这本书———《都江堰工程现状和历史问题》是 2001 年成稿的，迄今已十余年。十余年间，
曾作过多次修改。现在，我已是风烛残年，再没有精力将书稿改得更好，只得就此奉献给读者
了。书名中所谓“现状”，是指成稿时都江堰工程状况; 以后都江堰及相关情况有什么变化，本
书并不涉及。

都江堰是伟大的水利工程，名扬四海，光耀千秋，功施万代。对它的兴建和发展，理应有专
门的著作加以研究。但是很遗憾，这样的著作，至今还少。本人不自量力，撰成此书，阐述自己
在都江堰兴建和发展史上的一管之见，希望能对都江堰史的研究作一点贡献。

我生在都江堰老灌区，长在都江堰老灌区，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起就在都江堰老灌区从事
水利工作，对都江堰有深厚的感情，也比较熟悉都江堰的工程和水系，只是对都江堰史的知识获
得较晚。1981 年受命编写《郫县水利电力志》，因修志需要，便涉足都江堰史研究。但在当时，
一接触这个问题，就如堕入“五里雾”中，左冲右突，都找不到出路。我强烈意识到这个问题不
可能在志书的框架和修志的时限内得到解决，又以都江堰史是中国水利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
甘心于不了了之，遂决意在修志任务完成之后，凭个人的精力去自由探索。我根据自己时间充
裕而力量单薄这一条件，将都江堰史上有争议的主要问题排列起来，从易到难，一个一个地加以
剖析:对照文献，审以事理，验诸实际，使三者统一，务求找到经得起推敲的答案。我知道，研究
历史首先要靠文献记载，但同时也认识到，文献记载必须合乎事理，合乎实际。如果文献记载与
事理有抵触，则应尊重事理;文献记载与实际有抵触，则应尊重实际; 事理也不应该与实际相脱
离。取得初步成效之后，我便将根据这一认识所得到的主要成果撰为论文，陆续发表在《四川水
利》《成都水利》等刊物上。历时既久，积累的成果渐多，由新的认识勾画的都江堰的历史形象
便渐具轮廓，于是产生了撰写这本书的念头;但当时还有带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解决，未敢鲁莽行
事。直到 1998 年确信找到了《史记·河渠书》“沫水”的答案以后，才满怀信心，全力投入书稿
撰写的。真没想到，因偶生一念，竟驱使我付出后半生精力，断断续续，揣摩 30 年。现在看来，
尽管书中还有不如人意之处，但能开门见山，直言不讳，坦率的表达自己的见解，我就很高兴了。

完成这本书稿，我就如从重雾中走了出来。回头再看身后的“雾”，不禁为之愕然。原来都
江堰史上存在的问题并非很多，解决起来也不是很难，倒是历代的一些研究者( 不少是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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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面努力解决问题，一面又由于各种原因( 最重要的是不了解都江堰实际情况)，自觉的或
不自觉的使问题复杂化，神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解说越来越多，问题则越解说越多，越解说
越复杂，各种解说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甚至互相反对;而互相反对的见解多源于文献记载之
殊异，每自相矛盾，鲜有能自圆其说者，叫人不知所从。30 年前就有好心人劝我不必多事，认
为，“都江堰史问题实在‘说不清楚’”，可见其问题之难解，已到了令人望而却步的程度。在这
种情况下，我如不敢冒一点风险，摆脱书本的束缚，反过来以事理和实际检验文献的合理性和可
靠性，据以判断其可信程度，恐怕至今(甚至永远)也辨不出方向。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
看来这句话在研究都江堰史时还值得咀嚼。

20 世纪 80 ～ 90 年代是研究都江堰史的高潮时期，书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较多，可供参考
的资料也较多，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本书的资料，即有很多都来自《都江堰》《都江堰志》
《四川省水利志》以及其他当时发行的书刊，我从这些书刊中得到的启发不小。特别要提的是，
本书中有几个重要见解原是别人提出的或是在别人见解的基础上提出的。如《华阳国志》“李
冰……穿郫江，捡江别支流双过郡下”这段文字中“捡江”二字不是江名，“捡”应是动词这一见
解，是徐慕菊(《四川省水利志》主编)提出的( 见 1984 年出版的《四川水利志通讯》第 5 期)，我
认为很有见地，并据以得出李冰所穿二江应是郫江、沱江的见解; 都江堰最初只是简单地从宝瓶
口引水的工程这一见解，原是郭发明( 前四川省水利水电研究所所长) 提出的( 见 1987 年四川
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都江堰史研究》)，我认为很有参考价值，遂加以进一步的论证，并
在此基础上得出都江堰工程建设具有阶段性的见解; 《蜀王本纪》中“鳖灵决玉山”这句话的意
思应是“鳖灵疏导玉山出水”的见解，是尹亚雄( 郫县水务局工程师) 提出的，我非常赞同，并和
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得出《华阳国志》“开明决玉垒山”说不可靠的见解; 《史记·河渠书》
“沫水”应是“二江”水源的见解，是我兄弟刘星灿提出的，这使我坚信“沫水”应与“岷江”同义，
并从而得出“沫水”之“沫”应是“江水”之“江”的字误的见解。如果没有这些书、这些人提供资
料并给以启发，本书也就没法写成。我对他们的研究表示钦佩，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2000 年，都江堰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会使都江堰更受人们关注，都江堰兴建
和发展史也就更具研究价值。我希望这本书能给人们认识都江堰起一点参考作用。

不过，本人限于精力和水平，对都江堰的兴建和发展史，只能围绕工程实体作一些研究，无
法涉及其他; 就是在工程实体方面的研究，也只能粗枝大叶，无法再深入，再细致。况且，都江堰
工程在人们头脑中是有不同印象的，要对它的历史形象作如实的描绘，并获得公认，确也不容
易。就本人的愿望而言，只要不会画马成驴，就满足了，何敢多求。所得到的见解是否正确，自
应接受批评和检验。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则喜出望外。缺点错误，请读者不吝指正。

本书的初稿，曾请过一些学术界前辈和朋友评论。在此谨对他们表示诚恳的感谢之意;但为
了避免产生误解，就不道出他们的姓名，也不道出他们对本书的见解持肯定看法或否定看法了。

刘星辉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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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这是一本用一般知识的眼光，从总体上观察都江堰兴建和发展史的书。在这本书里，作者

系统地介绍了都江堰工程现状和兴建发展史，详细地剖析了都江堰兴建和发展史上一些有争议

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够给读者一个比较明确和比较完整的都江堰的

历史形象。

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是四川省境内的一处大型水利工程，为战国末期秦蜀守李冰所兴建，至

今已有 2 200 多年的历史。经过 2 000 多年的历史沧桑，都江堰不仅没有像历史上其他许多水

利工程一样，归于湮灭，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堪称我国水利史上的明珠。

于是，弄清都江堰兴建和发展的真实情况，探讨都江堰兴建和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就成了水

利史研究的一大课题 。历代史书、地理书以及其他文献，多有言及都江堰史者，但语焉不详。

民国时期，1943 年四川省水利局编写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述要》，也颇简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都江堰的发展更突飞猛进，学术界对都江堰史的研究也就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细致。

1979 年经过修订出版的《辞海》，在“都江堰”及相关词条注文中，遂对都江堰的工程状况和兴建

发展史作了系统的解说。

1980 年以后，随着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开展，都江堰史的研究出现了高潮。报刊上时常可以

看见有关都江堰史研究的文章。1982 年起，四川省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多次组织关于都江

堰兴建和发展史的学术讨论会，并出了论文集。

1986 年，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了由四川省水利电力厅和都江堰管理局合写的《都江堰》一

书，该书用相当多的篇幅论述了都江堰的兴建和发展问题，其观点与《辞海》相应部分注释差异

甚大。

1987 年，四川省水利电力厅和都江堰管理局又收集了有关都江堰史各方面不同见解的论

文 50 多篇，编为《都江堰史研究》一书，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1993 年至 1996 年，《都江堰志》和《四川省志·水利志》先后问世，这两部书收集更多的资

料，对都江堰的兴建、发展和工程现状作了详细的解说。此后，研究都江堰史的论述就明显减少。

看来，有关都江堰兴建和发展史的各种观点，至此已基本上摆了出来，不同观点间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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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颇为热烈。于是可以说，这次都江堰史研究高潮，已经到了顶点。

取得这些成绩当然可喜，现在最要紧的，乃是进一步从总体上对都江堰的兴建和发展作一

个观点明确，前后一致，符合实际，符合文献记载，符合水利工程原理的解释。因为只有这样的

解释，才能给人一个完整的都江堰的历史形象，而就现在摆出来的见解而言，不论是辞书还是志

书，都未做到这一点。因此不论你跟着哪家的解说走下去，走不多远就会碰壁;而且即使用取长

补短的办法把各家的见解拼凑起来，也难以把都江堰兴建和发展史说通。由此可见，这次都江

堰史研究高潮中所取得的成就，还只限于收集一些资料和个别的解决了一些问题，并未在都江

堰史的总体研究上取得突破;这方面的工作，还待我们去继续努力。

本书是用一般知识的眼光对都江堰的兴建和发展作整体性研究的，希望具有一般知识的人

都能读懂，并能一同参加对都江堰史问题的讨论。应该承认，都江堰工程是有很深的科学道理

的;但也应该承认，都江堰工程是一般知识可以理解的。因为都江堰工程产生于群众的生产实

践中，且由群众亲手创造，如果都江堰不能为一般知识所了解，都江堰也就不能产生。可见，都

江堰工程的科学性，也就寓于常识性中。若是不以为然，认为谈论常识会降低自己的研究级别

和水平，抛开都江堰工程的常识可理解性，孤立地去研究都江堰某部分工程的奥秘之处，就有可

能脱离实际，把科学性与神秘性混为一谈，最后使自己处于不科学境地;如果抛开都江堰的整体

性，仅根据某些历史文献孤立的对其某一部分作解说，亦有可能因文献的字误或文献之间的矛

盾而曲解都江堰，最后是解说者自己陷入泥潭。所以，从总体上对都江堰的兴建和发展作一般

知识性的研究，应该说是对都江堰工程及其兴建发展史作深入研究的不可缺少的一步。

那么，从总体上作都江堰兴建和发展史的研究，应该从何着手呢?

对都江堰兴建和发展史的研究应该从何着手，这似乎不是问题，其实以为不是问题正是忽

视了这个问题的反映。试看历代以来，各家对都江堰工程作用的认识不能一致，许多关于都江

堰史的见解陷入空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把握住研究的对象。一些好像针锋相对的争论，

其实各人所谈问题不同，叫人难以评说。直到现在，人们对都江堰工程实体也还存在不同的认

识。如:有认为都江堰即鱼嘴者;有认为都江堰应指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组合运行之工程者;

有认为都江堰就是引岷江水兴灌溉之利的工程者。对工程实体的认识都不同，怎么会有对其兴

建和发展史的共识呢? 因此，对都江堰兴建和发展史的研究，还应首先把握住研究对象，即要研

究都江堰的兴建，首先就应把握住初建时的都江堰工程状况; 而要了解初建时的都江堰工程状

况，又必须首先弄清楚都江堰工程现状。工程现状弄清楚以后，再在此基础上追溯古都江堰工

程及其兴建和发展情况，庶几研究对象明确; 见解或是或非，不致沦为空论。基于上述原因，本

书将对都江堰工程现状的认识放在最前面。

全书十四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七章，依次介绍都江堰工程现状;追寻都江堰历史踪迹;

考查都江堰赖以建成和发展的自然条件;阐述都江堰兴建的历史背景，李冰兴建都江堰工程的

主要内容;分析李冰兴建都江堰的功绩和都江堰工程所体现的治水思想; 探索都江堰从古到今

的发展历程。应该说，都江堰兴建和发展史的梗概就是如此。考虑到受不同见解的影响，这些

叙说可能被读者视为一面之词而不接受或不完全接受，故设下编七章，对史学界在都江堰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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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和发展史的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展开讨论。这七章中，先追述史学界在都江堰史问题上

不同见解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将争议较多，在都江堰史研究上影响较大的问题排列出来，然后

进行专题剖析，指出与本书不同见解的不是之处，使上编正面陈述之见解得到进一步巩固。这

样上下两编互相为用，庶几条理比较清晰，不同见解间的界限比较分明，孰是孰非，读者也比较

容易鉴别。

下面就从都江堰工程现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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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都江堰工程现状( 上)

第一节 今都江堰渠首及灌区工程概况

今天的都江堰，其渠首部分由一座横断岷江的拦河大闸和闸左右两条引水总干渠以及总干

渠内一系列的闸枢纽组成。拦河大闸名外江闸，是都江堰工程的核心部分，岷江上游来水就是

由外江闸拦入两条总干渠，再由两条总干渠内一系列闸枢纽按计划分给各条干渠，输送到灌区

各个部分的。

闸左( 岷江东岸) 的总干渠名内江总干渠，即古都江堰渠首部分，可分河口引水和内部分水

两段。河口引水段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组成:江水从闸左进入内江河口，依靠鱼嘴分水

堤跟岷江正流隔开，经飞沙堰排去多余部分，然后进入天然节制口门———宝瓶口。宝瓶口以下

为内部分水段，内江总干渠在此分为蒲阳河、柏条河、走马河和江安河: 这四条河被称为内江四

大干渠。内江四大干渠的分合，又产生了徐堰河、毗河和府河。由这些干渠输水灌溉成都平原

岷江以东地，并由新开的人民渠( 从蒲阳河起水) 、东风渠( 从府河起水) 穿过龙泉山输水灌溉川

中丘陵，是为内江灌区。

闸右的总干渠名外江总干渠，习称沙黑总河。江水从外江闸右端沙黑总河进水闸进入，由

小罗堰闸将多余部分排入岷江正流后，在漏沙堰分为沙沟河和黑石河: 这两条河被称为外江两

大干渠。由这两条干渠输水灌溉成都平原岷江以西地，并由新开的三合堰干渠( 先由沙沟河输

水入西河，再从西河对岸起水) 输水灌溉西河以西农田，是为外江灌区。

各灌区在干渠之下，按需要设置分干渠和支、斗、农、毛各级渠道，将都江堰水送到灌区每个角

落。下游丘陵灌区又建起大、中、小型水库，引蓄岷江平时流失之水，供春耕泡田之需。这种反调

剂的办法，大大提高了岷江水的利用率，从而缓解了稻作泡田期需水量大而当时岷江上游来水不

能满足需要的矛盾;岷江水也就借助这种办法在川中丘陵区开辟了极其广阔的用武之地。

都江堰的灌溉面积，据都江堰管理局统计，到 1993 年，包括蓄都江堰水灌溉的面积和得都江

堰水补充灌溉水源的面积，已达到 66． 67 万公顷( 1 000 万亩) 。灌区北达成都平原与龙门山脉相

接处的绵阳、绵竹，南到龙泉山西南端地属川中丘陵的仁寿、井研，西至成都平原与邛崃山脉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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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邛崃、大邑，东至川中丘陵涪江西岸的射洪、大英，包括当时的成都、绵阳、德阳、内江、乐山和

遂宁等 6市( 地) 34县( 市、区) ———因行政区划的调整，今为 8市( 地) 36县( 市、区) 。

都江堰除为农田灌溉输水外，还为成都重点工厂提供生产用水。为使内江岁修断流期成都

工业用水不致中断，渠首还修建了专用的工业引水暗涵工程。

都江堰还为灌区城市和农村提供生活用水;并为发电、木材水运、水产养殖等多种项目的发

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样的水利工程，实为世所罕见。

作《都江堰渠首工程示意图》和《都江堰灌溉系统示意图》供参考( 见图 1 － 1、图 1 － 2) 。

第二节 外江闸

外江闸是 1973 年经水利部批准修建的，定为都江堰枢纽总的改革方案完成之前，缓和灌区

用水矛盾的临时性工程。1973 年 10 月动工，1974 年 4 月建成。外江闸修建前，岷江被都江堰

鱼嘴分为两股:左称内江，即都江堰引水河口; 右称外江，即岷江正流。大闸正建在鱼嘴分水处

的外江一侧将外江截断，故称外江闸。

外江闸的轴线，在原都江堰鱼嘴下 78 米处。闸共 8 孔，每孔净宽 12 米，闸底板海拔 729． 00

米，闸墩高 10． 5 米。平面钢板闸门，高 4 米，开敞式双吊点电动卷扬机升卧式启闭。闸上桥宽
7． 5 米，工作台宽 4． 5 米。闸上游方河床铺盖长 20 米，下游方护坦长 55 米，海漫长 30 米。设计

流量 3 980 立方米每秒。

用外江闸来调节内、外江灌区引水，非常方便。设计内江灌溉引水流量 480 立方米每秒，沙

黑总河灌溉引水流量 120 立方米每秒，当岷江上游流量小于 600 立方米每秒时，8 孔闸门全闭;

流量大于 1 700 立方米每秒时，8 孔闸门全开;流量介于二者之间时，闸门部分开启。

不过 ，外江闸只拦截了岷江的一半，内江河口进水，尚不能受外江闸直接控制，因而也就不

可能用控制内江进水的办法使外江总干渠多进水。且因外江闸设计流量大大小于岷江洪峰流

量( 1964 年洪峰流量为 6 500 立方米每秒) ，岷江上游涨水时，洪流的一半还将从鱼嘴左侧进入

内江河口，除宝瓶口引入部分外，还须由飞沙堰溢入外江，跟古都江堰渠首工程的运行模式一

样。这是外江闸作为临时性工程的局限性和特点。

第三节 内江总干渠及其引水、分水工程

今都江堰内江总干渠段，上起鱼嘴左侧，亦即外江闸左侧从岷江分水之内江河口，下至蒲柏

闸和走江闸将内江总干渠分为蒲阳河、柏条河、走马河和江安河，长 2 100 米，即古都江堰之渠

首段。其中，鱼嘴至宝瓶口 1 070 米为河口引水段，宝瓶口以下为内部分水段。在河口段，左边

为虎头山，右边为江心分水、溢流工程。内江河口宽 120 米，河身宽 60 米左右。江水进入河口

后，即沿虎头山脚流行，由飞沙堰拦足灌溉用水并溢去多余部分，然后在宝瓶口的控制下进入内

江。宝瓶口以下，内江即脱离山脚，经流 780 米至仰天窝分为左、右两股，然后各经流 290 米和
180 米再一分为二，遂成内江四大干渠。

内江总干渠除山脚基岩部分外，皆用混凝土或浆砌卵石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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