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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水利大事记

禹时期f约公元前2l 40年)，相传禹治

理黄河曾到河北进行疏导，“播为九河”，顺

其自然东北方向达f海。

战国初期(公元前475年)，燕国易水已

有一定规模的堤防但不及同时期黄河修筑的

系统堤防。 ·

周定王五年f公元前602年)，有史记载

以来，黄河发生第一次改道。改道后的黄河

从滑县附近向东，至河南濮阳西北上，在山

东冠县北折向东流，至茬平北又折向北流，经

德州渐向东北，又经吴侨、东光、南皮、沧

卅l市、黄骅等地境，东入渤海。

(《黄河水利史述要》)

周威烈五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魏文

候命西门豹治邺，西门豹就任后，惩治地方

巫婆，揭穿迷信。而后组织群众开挖“漳水

十二渠”，引水灌田，化漳河水患为水利，有

力地促进了漳河一带水利和农业生产的发

展。
’

(《史记·魏世家》)

魏襄王元年至四年(公元前31 8～315

年)，史起为邺令时，也引漳水溉邺，以富魏

之河内，民歌之。

(《汉书·沟洫志》)

公元前230年，赵国发生大旱灾，民大

饥。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汉元封二年f公元前1 09年)，汉武帝亲

自主持塞瓠子黄河决口，之后黄河又在馆陶

决口，向北冲出一条新河，名屯氏河。屯氏

河流经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四郡，约在

今黄骅境内注入黄河，全长1 500里。

(《中国水利史稿》上册)

汉永光五年f公元前39年)，黄河决鸣

犊口，北流至修县(今景县西)入屯氏河，原

屯氏河因而断流．

(《中国水利史稿》上册)

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黄河在

馆陶和东郡金堤一带决口，东郡、平原、干

乘、济南等四郡三十二县受灾，淹没土地15

万顷。毁坏房屋的四万余所。
’

(《中国水利史稿》上册)

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黄河泛滥于

清河、信都、渤海三郡，受灾三十一县，损

官亭民舍四万余所。

(《汉书·沟洫志》)

新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

郡决口，改道东流泛清河以东数郡。

(《黄河水利史述要》)

新天凤二年f公元】5年)，邯郸以北大

雨水，水深数丈，淹死数干人。

(《广平府志》)

西汉或早于西汉时期，开凿太白渠，也

称大白渠。此渠是记载河北省最早的一条运

渠。太白渠位于滹沱河附近，在蒲吾县(今

平山境内)，渠首受绵蔓水，东南至下曲阳入

斯废水。

(《汉书·地理志》)

东汉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在上谷

郡(今宣化、蔚县、涞源、保定及北京附近

地区)，对湿水进行整治，开辟了一条水运航

线——湿水漕。湿水应为漯水、即令永定河。

这是永定河通航的最早记载，在此前后，就

曾在今北京顺义县境内修渠筑堰，引白河水

灌溉农田，开辟稻田。

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常山国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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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整治滹沱河——蒲吾渠，以漕粮至山西

续汉书·郡国志》)，之后又整治了滹沱石

舀河f《后汉书·邓训传》)。整治这两条河

渠目的，均是为了向山西的羊肠仓漕粮．但

由于它们要通过太行山区，河道坚石险阻，经

通航，没溺者不可胜算，结果终告废弃。

东汉元仞二年(公元l I 5年)正月．整

修漳水十二渠。五月今赵国修旧渠灌农田。

(《河北古代历年编年》)

东汉建安九年f公冗20,1年)五月，曹

操毁土山、地道，凿堑围邺城，阍四十里．广

深二丈，引漳水灌城。

(《三国，基·魏节武帝纪》)

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暂操开挖平

虏渠和泉州渠。平虏渠在今青县，静海。相

当于今南运河一段的Ijif身．它连接了滹沱河

和i瓜水，泉州渠连接了洵河和鲍丘水，这两

条运渠的开挖，都是曹操为讨伐乌桓作战事

航运的，但客观上起到了联系当时海河水系

各河流的作用。后来，曹操又在泉州渠与鲍

丘水相会合处．从盐关口(今宝坻、宁河附

近)经过右北乎(今丰润、唐山一带)到濡

水(今滦河)，开挖了一条新河运渠，由此．

航运可从黄河北上直达辽西。

建安十三年f公元208年)，渔阳太守张

堪，主持兴修水利，在今密云，顺义一带引

潮白河水进行灌溉，于狐奴f今顺义东北三

十里)开稻田八干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

富。

建安九年至十八年(公元204～2 3

年)，曹操为解决军粮缺乏，于是在北方大兴

水利．重修了漳河十二渠．改名天井堰，并

向邺城供水。

建安十八年f公元2I 3年)，曹操经营河

北，开利漕渠引漳水东行入白沟，以济航运。

利漕渠连接了漳水和白沟。

同年，为防止漳水势大，危及航运。在

南皮县境内开分洪河道，由白沟(实指清

·2’

河)东出，经乐陵，无棣注入渤海，称为无

棣沟。这是历史上开挖防洪减河的创举。

魏青龙五年(公元237年)九月，冀：兖、

徐、豫四州大水。巨鹿、安平、平原、乐陵、

渤海、河间，博陵、清河、中山、常山皆被

灾。

(《晋书》)

魏明帝时期(公元227～239年)，在饶

阳境内修建鲁口渠。此渠是从滹沱河的鲁口

城附近，引滹沱河水向北进入派水。这样从

中原来的船只即可经i瓜水而达泉州渠。

魏嘉平二年f公元250年)，刘靖镇蓟

城，率军士干人，在梁山f今北京石景山)修

建戾陵堰、车箱渠。堰高一丈，东西长三十

丈．南北宽七十余步，分漯水(即永定河)经

车箱渠入高梁河。这项工程的修建，曾一度

使山洪经戾陵堰、车箱渠疏导东去，水害大

减。同时水流经蓟城南北．岁灌田两干顷。

(《中国水利史稿》上册)

魏景元三年公元262年)，魏遣樊晨重

修戾陵堰，引漯水自车箱渠入高梁河，并凿

渠将高梁河与潞河水相连，水贯东西，灌田

万余顷。

(《中国水利史稿》上册)

晋成宁二年(公元276年)七月，河南

魏郡暴水，死百余人。

(《宋原书》)

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七月，司、冀

等州大水。司州所统广平、阳平，魏郡等及

冀州所统赵国、巨鹿、安平、平原、乐陵、渤

海、河问，高阳、博陵、清河、中山、常山

等郡国皆被灾。大水之后螟伤稼。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春，幽：冀

等州大旱。

(《晋书》)

晋元康五年(公元295年)，六月，高梁

河决口，冲毁戾陵揭四分之三，刘弘遣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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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恽率兵两千与乌桓、鲜卑诸部居民共同修

复戾陵土曷．用工四万余。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晋永嘉七年(公元313年)，幽、蓟水灾，

百姓衣食无着。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晋大兴三年(公元320年)夏，大霖雨，

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泛滥、冲陷山谷．巨

松僵拔，浮于滹沱。东至渤海，原隰之间皆

如山积。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东晋咸和六年f公元331年)夏，大雨

霖，中山西北暴水，漂流巨木百余万根．集

于堂阳(今新河县西)。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东晋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冀州八郡

雨雹，伤秋稼。

(《河北占代历史编年》)

东晋咸康二年(公元33G年)．后赵大

旱，金一斤值粟二斗。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东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渤海．

范阳郡水灾。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宋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年)青、兖、

冀州大水。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宋泰豫元年(公元472年)六月，安州

(治今隆化县)遭水雹。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宋元徽元年(公元473年)十二月。北

魏十一州镇水旱，相州饥民饿死2845人。

(相州治邺县，辖境相当今河北邢台、广宗以

南．}．-7南林县、汤阴、清丰、范县以北，山

东武城、草县以西地区。)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齐水l掰六年(公元488年)，北魏诏怀

荒，柔玄等六镇及云中、河西和关内郡，各

修水田，通渠灌溉。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梁天监九年(公元51 0年)五月，冀、定

二州旱灾，北魏诏开仓赈恤。‘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梁普3目i--年(公元521年)，幽州干旱，

刺史裴延f隽亲自勘察地形。组织群众修复范

阳督亢渠、燕郡戾陵蝎，灌田百余万亩，获
利十倍。

(《梁书》)

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年)夏，河北中、

南部大水，虾蟆鸣于树上。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梁大同七年(公元541年)十月，东魏

发夫五万筑漳滨海，三十五日罢。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赵、燕、瀛、

定，南营等五州及司州广平、清河二郡涝

灾。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陈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北齐刺

史稽哗建议，开督亢渠，置屯田，岁收稻谷

数十万石。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陈天嘉六年(公元564年)，北齐幽州刺

史斛律羡督民众导高梁水合易荆水(今温榆

河)东会于潞河，既通漕运，又得以灌田。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陈太建元年(公元569年)七月，北齐

河北诸州旱。

(《中国历代无灾人祸表》)

陈太建七年(公元575年)八月．冀、定、

赵幽、沧、瀛等六州大水。

(《北齐书》)

隋开皇五年f公元585年)秋，瀛州大

水，其属县多漂没，民皆上高树依大冢。

(《交河县志》

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李春主持

·3，



设计和建造赵州f交河上的安济桥。桥为单孑L

园弧形，南北向。跨径50．82米，桥宽9．6

米。桥拱侑敞开，大石拱上两端备建两个小

拱．一是减轻桥身的重量，二是增加过水断

面，属桥梁史的创举。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正月，隋炀

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

沁水南达于河，；II：SBi涿郡，永济渠为隋代大

运河的北段，自黄河始至涿郡全长二千余

里。

(《隋书》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 7年)，正月，窦

建德在乐寿f今献县)境内兴修水利，疏通

清漳渠水入柳沟，与永济渠水合流。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七月，河北

复遭大水。

(《f,-I．-11：古代历史编年》)

唐贞观}．-一一年(公元637年)，冀州刺史

李兴公发民工，在信都(今冀县)东二里开

挖葛荣陂，引赵照渠水灌注。

(《新唐书·地理志》)

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八月，河

北大水。

(《唐书》)

公元647年，瀛州刺史朱潭征发民工在

河间西北开长丰渠。

(《新唐书·地理志》)

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瀛州刺

史贾敦颐，因州界滹f它i,--I及冼水(即唐河)每

岁泛溢、漂流人居，奏立堤堰，免除水患。

(《新唐书·地理志》)

‘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沧州刺史

薛大鼎奏请开挖隋末填废的无棣河，引渔盐

于海，百姓称便。又以州界卑下，遂决长芦、

衡、漳三河，分泄夏潦，治理境内水患。

(《新唐书·地理志》)

·4’

同年秋，齐、定等十六州水。

(《唐书》)

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以清池县

(今沧州市东南)西北55里筑永济渠堤。

(《新唐书·地理志》)

唐永徽三年f公元652年)，在清池县45

里筑明沟河二堤，西50里筑李彪淀东堤、徒

骇西堤。

(《新唐书·地理志》)

同年，开永济渠入新市(今大名附近)，

控引商旅，百姓之利。

(《新唐书·地理志》)

唐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六月．恒州

自二日至七日大雨。滹沱河水泛滥，损5300

家。

(《唐书》)

同年，鸡泽县筑溜水、漳水南堤，沙河

南堤。洛、漳二水在县东南25里，合流东入

平乡县界。

(《新唐书·地理志》)

同年，平棘县(今赵县)令弓志元主持

在县东二里开广润陡，引太白渠水注入；又

在县东南20里开毕泓，以蓄泄水利。

(《新唐书·地理志》)

唐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幽州引芦沟

桥水溉田。

(《新唐书·地理志》)

唐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在南宫县西

59里处筑浊漳堤。在武邑县北30里筑衡漳

右堤。在清池县西40里筑衡漳二堤。

(《新唐书·地理志》)

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春，河：11：-

十二州旱。
’

(《唐书》)

唐乾封三年(公元668年)夏，河南、河

北旱。

(《唐书》)

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六月，冀州



大雨，水平地深一丈，坏民居万家。七月冀

州奏，六月十三日夜降雨至二十日，水深五

尺．其夜暴水深一丈以上，坏屋1 4390区，害

田4 496顷。

(《唐书》)

同年，鹿泉县(今获鹿)开礼教渠，自

石邑(今石家庄西南)引太白渠东流至真定

界以灌溉农田；东北十里有大唐渠，自房山

(今河北平山县)至石邑，引太白渠灌溉农田；

三河县在县北13里兴建渠河塘，溉三干顷，

又在县西北60里修孤山陂。

(《新唐书·地理志》)

唐咸亨二年(公元672年)，在邺镇城南

五里开金风渠，引天平渠下流灌溉农田。又

在尧城开万金渠，引漳河水入故齐都领渠以

溉田。

(《新唐书·地理志》)

唐成亨四年(公元673年)，临漳县令李

仁绰主持在县南开菊花渠，长约30里，自邺

引天平渠水灌溉农田。又在县北30里处开

利物渠，自滏阳(今磁县)下入成安．并取

无平渠水以灌田。

(《新唐书·地理志》)

唐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瘿陶县(今

宁晋县)地旱卤，县令程处默主持引滚河水

入城以灌田，经十余里，地用丰润，民食乃

甘，

(《新唐书·地理志》)

唐仪凤三年f公元678年)，象城县今李

玄主持在城下开沣水渠，以灌田通漕。

(《新唐书·地理志》)

唐调露二年(公元680年)九月，河北

诸州大水，溺死者甚众。

(《唐书》)

唐永隆二年(公元681年)。八月，河北．

河南大水，坏民房十余万家。朝廷遣使赈

济。

(《唐书》)

唐开耀二年(公元682年)八月，河北、

河南大水，朝廷诏许遭水处百姓往江淮以南

就食。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唐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夏，河南、河

北旱。八月，恒州滹沱河及山水暴溢，害

稼。

(《唐书》)

唐永冒元年(公元689年)，衡水县令羊

元硅主持在县南一里开羊令渠，引漳水北流，

贯城注隍。

(《新唐书·地理志》)

唐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南宫县开通

利渠。

(《新唐书·地理志》)

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六月．河

北十七州大水，漂没人居。

(《唐书》)

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五月。河北

旱饥。八月，魏卅f大水。

(《唐书》)

同年，肥乡县令韦景俊主持兴修肥乡水

利。肥乡县北界漳水、连年泛滥。旧堤迫近

水漕，虽修不息，而漂流相继。韦景俊审其

地势，拓南数里，因高筑堤。暴水至，堤南

无患，水去而堤北称为殷田。漳水旧有架柱
长桥，每年修葺，景俊又改造为浮桥，自是

复无水患。肥乡百姓受益，为其立碑颂德。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同年，沧卅I刺史姜师度，于渔阳以北涨

水为沟，以备契丹、奚。又约旧渠，傍海穿

漕，号为“平虏”渠，以避海难。

(《新唐书·地理志》)

同年，疏浚马颊减河，以分泄黄河洪水．

既减轻当时黄河对鲁北地区的威胁，又减轻

洪水对北部沧、景等地的压力。在沧州附近

为宣泄永济渠洪水而开凿了阳通河及毛河。

阳通河从沧州东南流过，上接永济渠，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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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河通海，用以“导永济渠之涨溢”。后来又

“御水入之毛河，东注海，(沧)州无水灾。

(《中国水利史稿》)

唐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夏，山东、河

北二十余州大旱，饥馑死者二千余人。五月，

河北、河南旱饥。

(《唐书》)

同年，姜师度(魏县人)在经城县(今

南宫南，威县北)西南，利用故渎张甲河。在

堂阳县西南30里开堂阳渠，自巨鹿入县境，

下入南宫。

(《新唐书·地理志》)

开元年间(公元71 3～741年)，柏乡王

佐浚筑干金渠、万金渠，以疏积潦。

(《新唐书·地理志》)

开元年间(公元71 3～741年)在东光南

20里开勒河，自安陵入浮河。

(《新唐书·地理志》)

唐开元中(公元71 4年)，程处默以赵

州、宁晋地方旱卤，引菠河水入城以灌田。

(《新唐书·地理志》)

唐开元三年(公元71 5年)，河南、河北

水。

(《新唐书·地理志》)

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三河县有渠

河塘、孤山陂，灌溉农田3000顷。

(《新唐书·地理志》)

同年任丘县令鱼思贤主持开通利渠以泄

陂淀，自县南五里至城西北入f寇．得地二百

余顷。

(《新唐书·地理志》)

同年，监察御史字文融策划开河北王莽

河以营田。

(《唐书》)

唐开元六年(公元7I 8年)，在冀州堂阳

县(今新河县)西1 0里筑漳水堤。

(《新唐书·地理志》)

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在清池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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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60里处筑衡漳东堤，在南皮县疏开古毛

河自临津经此县境入清池。

(《新唐书·地理志》)

同年，长丰县(今文安县西南)开长丰

渠，跨四、五县。

f《新唐书·地理志》)

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七月，河

北旱。

(《唐书》)

唐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秋，天下

五十州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JI J皆

溢。

(《唐书》)

唐开元十五年f公元727年)秋，全国

有62州大水，害禾稼及居民庐舍，河北尤

甚。

(《唐书》)

唐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沧州刺史

姜师度在清池县东南20里修渠。注毛氏河。

又在县东南70里修渠，注漳水，引浮水。在

县南57里开无棣河。在县东南15里筑浮河

堤、阳通河堤。又在县南20里筑永济北堤。

1 (《新唐书·地理志》)

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瀛州刺

史卢晖在河间县西南五里主持开挖长丰渠，

自束城(今河间东)平舒(今大城)引滹沱

河水，东入淇通漕，溉田五百余顷。
‘

(《新唐书·地理志》)

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九月，魏

卅I刺史卢晖徙永济渠，自石灰窑引流至州城

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

(《新唐书·地理志》)

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 1年)秋，河

南、河北24郡水害稼。

(《唐书》)

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鹿泉县扩建

大唐渠，自平山至石邑引太白渠溉田。

(《新唐书·地理志》)



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年)三月，河北

旱，一直延续NA,月。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唐德宗建中元年f公元780年)，幽、魏、

博州大雨，易水，滹沱河水横流，自山而下，

转石折木，水高丈余，苗稼荡尽。

(《唐书》)

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秋，河南、河

北十余州大水，溺死者两万余人。幽州尤甚，

平地水深两丈，鄣、涿，蓟、檀、平五州平

地水深一丈五尺。

(《唐书》)

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夏，幽

州大水。

(《唐书》)

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六月，沧卅l

水潦，漫盐山南皮等四县。

(《唐书》)

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 7年)六月，河

北大水，邢，沼尤甚．平地水深二丈。幽州

水害稼。

。 n《唐书》)

唐元和二十年(公元820年)，沧州水。

八月久雨，沧、景等州大雨，自六月癸酉至

丁亥，庐舍漂没殆尽。

(《唐书》)

唐开成元年(公元836年)七月，镇州

滹沱河水泛滥，害稼。

(《唐书》)

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河南、河北

旱蝗害稼。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秋，沧、景、

淄、青大雨水，害稼及民庐舍。

(《唐书》)

唐大中十二年f公元858年)八月，魏、

博、幽、镇等州大水．害稼。

(《正定府志》)

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六月，幽

州新开东南河，发河北数镇丁夫开五马口至

淤E1(今坝县信安镇)，大约二百里，阔六十

五步，深一丈二尺，可通漕运。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辽境幽、

鄣、瀛州大水，流民入塞散居河北州县数十

万口。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四月，后

周自沧州沿水道入辽境，补坏防，开游口三

十六，以通瀛，郭，准备攻辽．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河北大旱，

坝州苗皆焦仆。

(《宋史》)

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五月，黄河

决于檀州，水入大名府界，坏民庐舍。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始，建立河

堤岁修制度，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七月，真定、

f名州等地大水．害秋苗。

(《宋史》)

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六月，因河

决大名，宋发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万人塞

决河，对素习河渠之书，深明疏导之策者，用

其所长。

f《宋史》)

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宋遣官

自陕至沧，棣，巡察河专争、视堤岸之缺，急

修缮，免被水民田租。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宋沿边

界修葺雄、坝二州及乾宁军(今青县)城，开

河自雄州至郭州以通水运。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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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宋遣八

作使郝守浚分行河道，抵干辽境皆疏导之．并

于清苑县开徐水鸡距河50里入白河，由是

关南漕河通。

(《宋史》)

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八月，瀛州、

鄣州大水害民田。

(《宋史》)

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深州、冀州

大旱，民多饥死，发粟赈贷。

(《宋史》)

同年，以左谏议大夫陈恕为河北东路招

置营田使，魏羽为副使。右谏议大夫樊知古

为河北西路招置营田使，索湘为副使，欲大

兴营田也。

(《宋史·河渠志》)

宋淳化二年(公元991年)，自深州新寨

镇歼新河，导胡芦河分为一派，约200里抵

常山，以逦漕运。 ．

f《宋史·河渠志》)

宋淳化四年f公元993年)三月，河北

诸州l，8000人，开缘边塘泊，命缘边屯田

使何承矩领甚事，凡雄、鄣、坝州、威虏、顺

安军兴堰600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稻田

为屯丌了，用以实军廪、拒敌骑。

(《宋史·河渠志》)

同年十月，檀州河决，水西北流入御河，

浸大名府城。

(《宋史》)

同年七月，大雨、桑乾、洋河溢居庸关

西，害禾稼殆尽。

(《顺天府志》)

宋淳化五年f公元994年)一月，淳阴

镇f今通县南)大水，漂溺三十余村。辽今

疏通旧渠，以平水患。

(《宋史》)

咸平四年f公元l 001年)知静戎军王能

请自姜女庙东决鲍河水，北入闰台淀，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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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戎之东行，北注三台、小李村，其水溢入

长城口而南，又壅使北流而东入于雄州。
· (《宋史·河渠志》)

宋成平五年(公元1 002年)，宋自顺安

军(高阳境)开渠入威虏军f信安境)以资

漕运，并于渠侧营田，以隔辽骑。

(《宋史·河渠志》)

宋咸平五年(公元1 002年)，顺安军兵

马都监马济复请自静戎军东。壅鲍河开渠入

顺安军，又自顺安军之西引入威虏军，置水

陆营田于渠侧。‘

(《宋史·河渠志》)

同年二月，雄、坝、瀛、郭、深、沧诸

州、乾宁军等地水，坏民田。

(《宋史》)

同年，开镇州常山镇南河，水入f交河，至

赵卅I。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宋咸平六年f公元1 003年)八月，静戎

军、顺安军开营田河道，既可扼敌，又可通

漕。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同年，宋命静戎、顺安、威虏界并置方

田，凿河以遏敌骑。宋决鸡鸣泉，自保州西

至满成，分徐河向南，以注运渠，广置水陆

屯田。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宋景德元年f公元1 004年)四月，北面

都铃辖闫承翰自嘉山东引唐河32里至定州．

酾而为渠，直蒲阴县东62里会沙河，经边吴

泊．遂入于界河，以达方舟之漕。又引保州

赵彬堰徐河水入鸡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

是朔方之民灌溉饶溢．大蒙甚利矣。

(《宋史·河渠志》)

同年八月，诏沧州、乾宁军谨视斗门水

口，壅潮水入御河东塘堰，以广灌溉。

(《宋史·河渠志》)

宋景德四．年(公元1 007年)五月，知雄



州李允则决渠为水田．帝以渠接界河．昙之。

雄州于城外疏冶渠田，渠通界河，宋令自缘

边城池，只许修葺，不许开渠河道，务守信

约。

(《宋史·河渠志》)

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 009年)九月．

f名州塞漳河决口。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l 0I 1年)八月，

黄河决于通利军．大名府御河溢，二水合流

坏府城。害田庐，人多溺死。

(《宋史》)

宋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 012年)，宋遣

官分赴黄河、汴河、御河各沿河州、军。令

严护堤岸。

(《宋史》)

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七月，

河北大水，今免诸路农器税。

(《宋史》)

宋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 0I 6年)九月，

雄、坝境内界河泛滥。

(《宋史》)

‘宋天禧三年f公元1 01 9年)六月，李允

则知镇州，到任后教民筑屋安居、修屯田、架

桥引水。严修边备，政绩卓然。

(《宋史》)

宋乾兴元年(公元l 022年)十月，沧州

之盐山、无棣二县海潮溢，冲坏公私庐舍。溺

死者甚众。

(《宋史·五行志》)

宋天圣六年(公元l 028年)七月，雄州、

坝州大水。

(《宋史》)

宋天圣九年f公元1 031年)五月，辽境

诸河因大小横流．多失甚故道。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宋I纠道元年f公元1 032年)四月，大名

府八县水浸民田。

． (《宋史》)

宋景佑元年(公元1 034年)，宋今怀卫、

磁、相、邢、佑、镇、赵等州教民种水田。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宋景沼三年(公元1 036年)六月，河北

大旱，宋遣使到北岳(恒山)祈雨。

f《宋史》)

宋庆历八年(公元1 0,48年)六月，恒雨，

河北大水。

(《宋史》)

同年。黄河决干檀卅I商胡埽。决河流经

大名、恩、冀、深、瀛、永静等府、州、军，

东北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这是宋代历史上

黄河又一次著名的大改道。

‘(《宋史·河渠志》)

宋皇箔元年(公元1 049年)．黄，御两

河决，注入乾宁军，致使河北大水，流民入

京东者不可胜数。

(《宋史》)

宋皇话二年f公元l 050年)八月，深州

大雨，坏庐舍。镇定大水．缘边尤被其害。

(《宋史》)

同年十一月，河北大水。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宋皇佑三年(公元I 051年)七月，黄河

决于馆陶郭固口。同月，恩、冀诸州旱。

(《宋史》)

宋嘉佑元年(公元l 056年)．四月，河

北诸路江河决溢，民多流亡。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宋嘉{右二年f公元1 057年)六月，河北

水潦害民田，诸路江河决溢，河北尤甚，民

多流亡。

(《宋史》)

同年八月，河北缘边久雨，濒河之民多

流移。

(《宋史》)

宋嘉箔三年f公元1 058年)，河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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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埽。

(《宋史·河渠志》)

宋嘉话五年(公元l 060年)七月，黄河

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分出二股河。二股河即

“黄河东流”。其流自魏、恩、东至于德、沧

入于海。这是黄河北流期间最大的一次人工

分流改道。 ：

(《宋史·河渠志》)

宋嘉佑七年(公元1 062年)七月，黄河

决于大名第五埽。

(《宋史·河渠志》)

宋治平元年f公元1 064年)五月，宋命

都水监浚二股河，以减恩、冀水患。

(《宋史·河渠志》)

宋熙宁元年(公元1 068年)七月，永清、

武清、安次、固安、新城，归义、容城县水

灾。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同年秋，霸州山水涨溢，保定军山水害

稼，坏官私庐舍城壁，漂溺居民。恩冀二州

黄河决，漂溺居民。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宋熙宁二年(公元1 069年)八月，张巩

奏请全塞北流，使黄河全河水导入二股河。闭

塞不久，就在塞El以南的许家港决13，河北

泛滥于大名、恩、德、沧、永静等州军。同

月，河决沧州饶安(今盐山西南)，漂溺居民，

移县治于张为村。

(《宋史》)

同年十一月，朝廷颁布农田水利法，鼓

厨J各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又置诸路提举

官，掌行常平、广惠仓，兼营农田水利差役

事。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同年，调镇、赵、磁、沼、邢、相州兵

夫六万人．浚御河以通驶漕运。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宋熙宁三年f公元1 070年)，河北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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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沈披，兴修水利，治理保州东南沿边陆地

为水田。

(《宋史·河渠志》)

宋熙宁四年(公元1 071年)五月，程I坊

会同河北提点刑狱王广廉开修漳河，南北长

1 60里，用九万夫丁。

(《宋史》)

同年．北京新堤第四、五埽决，漂溺馆

陶、永济、清阳以北。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同年，朝廷命程日方为都大提举黄、御等

河。

(《宋史·河渠志》)

同年十二月，今河北转运使开修二股河

上流，·并修塞第五埽决口。

(《宋史·河渠志》)

宋熙宁五年(公元1 072年)，沧州引黄

河水进行淤灌。?名州引漳河、沼河进行淤

灌。保州引沈苑河(今府河)进行淤灌。．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宋熙宁六年(公元1 073年)四月，宋置

疏浚黄河司，自卫州浚至海口。

(《宋史·河渠志》，

同年J＼,71，朝廷诏令兴修水利。于深州：

祁州、永宁军修新河。深9·I'1-等地引滹沱河水

淤灌。

f《宋史·河渠志》)

同年十月，朝廷令于大名第四、五埽等

处开修直河，使黄河还二股河道．直河深八

尺。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宋熙宁七年f公元1 074年)六月，因以

往冀州小漳河为黄河所塞．后黄河东流，故

有司请开浚小漳河。

(《宋史·河渠志》)

同年．内臣程肪引漳、沼河水淤地两干

余顷。⋯⋯又修沧州水利。干沧州增修西修

河。引黄河水淤田种稻，增灌塘泊；并于深



州引滹沱河水淤田，及开回葫芦河，并回滹

沱河下尾。

f《宋史·河渠志》)

宋熙宁八年(公元1 075年)一月．朝廷

调夫丁五千，增修葫芦河。

(《宋史·河渠志》)

同年．程财与刘王会建议：卫州沙河淹
没，宜自王供埽开浚，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

通江淮漕运。仍置斗门，以时启闭。第二年

九月开运河口取大河水入沙河，下合御河，又

于遥堤决口处修置木闸。

(《宋史·河渠志》)

同年，深州静安今任迪，乞俟来年刈麦

毕，全放滹沱，葫芦两河．又引永静军双陵

口河水，淤灌南北岸田27000余顷。河北安

扶副使沈披请治保州东南沿边陆地为水田。

(《宋史·河渠志》)

宋熙宁十年(公元1 077年)七月，}名州

漳河决注城。大雨水二丈，滏阳河水湍涨，坏

南仓，溺居民，沧卫霖雨不止，河泺暴涨，败

庐舍损田苗。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熙宁间，王安石积极推行农田水利新法。

在农田水利新法中，规定了水利建设的具体

策略与方法，提出了对民间自办水和J，国家

可贷给钱．粮，鼓励地方官吏和小地主、自

耕农兴修水利。此期间，河北省广大地区在

宋初开辟塘泺的基础上，更加进一步兴修完

善，并沟通河．淀、泊之间的联系，建立了

屯田防线——水长城。开挖了长l 0里、宽30

里、深三至五尺的沈苑泊和宽1 0里的西塘

泊等，起到了调节各河洪水与减少水患的作

用。并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进行大规模的

引浊淤灌、引洪淤田，以及兴修农田灌溉渠

道的水利活动。

(《中国水利史稿》)

宋元丰二年(公元1 079年)春．河北诸

郡旱。

(《宋史》)

宋元丰四年(公元1 081年)四月，朝廷

筑河堤．自大名至瀛州。分立东西堤五十九

埽。

(《宋史》)

同年，黄河决于檀州大吴埽。河水自檀

州入御河，由乾宁军入海．又回归北流。

(《宋史·河渠志》)

宋元丰五年(公元l 082年)七月，辽南

霖雨，沙河溢永清、归义、新城、安次、武

清、香河之县．水伤稼。

(《顺天府志》)

同年，大名以北至乾宁军，跨十五州，河

徙地约7000余顷，令募人耕种。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宋元丰七年(公元1 084年)七月，河北

水，北京馆陶水，河溢入府城．坏官私庐舍，

受灾者数十万众。

(《宋史》)

同年八月，赵、磁、沼、邢、相诸州河

水泛滥，坏城廓、军营、田稼。

(《宋史》)

宋元丰八年f公元1 085年)十月，河决

宋北京，诸郡皆大水被灾。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宋哲宗元话元年(公元1 086年)二月。

黄河决大名，坏民田。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同年，河北诸州水。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宋元话二年(公元1 087年)，河决南宫

下埽。

(《宋史·河渠志》)

宋元佑三年f公元1 088年)，河决南宫

上埽。

(《宋史·河渠志》)

同年，宋为引黄河“东流”，调役兵二万，

开修减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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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河渠志》)

宋元韦占七年(公元1 092年)十月，黄河

“东流”流经堂邑、夏津，从河北、山东交界

处入海，免恩、冀、深、瀛诸州水害。

(《宋史》)

宋元话八年(公元1 093年)夏，宋河北、

京东、西诸路大水。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宋绍圣元年(公元l 094年)十二月，漳

河决溢，浸f名、磁等州，宋令计置堙塞，并

发京东粟赈济。

(《广平府志》)

宋元符元年(公元1 098年)十月，宋河

北、京东河溢，受灾者众。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宋元符二年(公元1 099年)九月，黄河

于内黄决13“北流”，又向北至乾宁军入海，

淹没人户田苗，宋令筑堤护岸。

(《宋史·河渠志》)

宋大观元年(公元I 1 07年)河北、京东、

西7I(溢、漂溺民户。

(《大名府志》)

宋大观二年(公元1 1 08年)六月．冀州

河溢，坏信都．南宫两县。

(《宋史·河渠志》)

同年，黄河又决，陷没邢州、巨鹿，坏

民庐舍。

(《宋史·五行志》)

宋大观三年(公元1 1 09年)六月，冀州

河水溢。

(《宋史·徽宗本纪》)

宋政和五年f公元ll 1 5年)十月，中书

省言冀州枣强埽决。

(《宋史·河渠志》)

同年，瀛州、沧州河决．沧州城不没者

三版，民死者百余万。

(《宋史·河渠志》)

宋宣和三年(公元1 1 21年)六月。河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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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州清河埽。

(《宋史·徽宗本纪》)

同月，河溢冀州信都。

(《宋史·河渠志》)

同年，大旱灾，大运河断航。

(《中国河流开发史年表》)

宋宣和六年(公元1 1 24年)秋，河北水

灾，民多流移。

(《宋史》)

金大定四年(公元11 64年)九月．平州、

蓟州旱蝗，百姓艰食。

(《永平府志》)

金大定八年(公元l 1 08年)六月，滹沱

河真定，调发河北西路及河间、太原、冀州

民夫28000人修筑堤防。

(《宋史·河渠志》)

金大定十年(公元1 I 70年)二月，因滹

沱河常溢为灾，金廷持设滹沱巡河官二员。

(《宋史·河渠志》)

同年十二月，开凿金13河，第二年三月

完成。金口河在燕京西麻峪村分引芦沟水东

流，穿过西山而出。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河。大

定二十七年(公元1I 87年)为保证京师安

全，堵塞金13。至元三年(公元1 266年)为

漕运西山木石重开金口河。大德二年至七年

(公元1 298 303年)因浑河水患的威胁，

郭守敬亲自主持将河身堵死。

(《金史》)

金大定十二年(公元1 1 72年)，金自孟

家山开新渠，疏导芦沟河水至京城，北入濠

水，东至湎州入潞河。因上游地势高峻，河

水奔流漩回，浸岸易崩，复以水性浑浊易于

泥淖淤塞。故不利运输通商。

(《金史·河渠志》)

金大定十七年(公元1 1 77年)七月，大

雨，滹沱、芦沟河溢。深泽县对滹沱河该县

段极力护塞．至秋稼无害，朝廷奖赏。

f《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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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滹沱河决白马岗，有司以闻，诏

遣使固塞，发真定500里内民夫．干第二年

二月一日兴役，命同知真定尹鹘沙虏、‘同知

河北西路转运使徐伟监护。

(《金史》)

金大定十八年(公元1 1 78年)二月．金

修治白沟河(即卫运河)堤，发600里内民

夫，并取职官人力之半，60日功毕。

(《金史》)

金大定二十年(公元11 80年)一月，金

修护漳河闸，官给所需一切工物。

(《金史·河渠志》)

金大定二十五年(公元11 85年)五月，

芦沟河决于上阳邮。先是决显逦寨，诏发中

都300里内民夫塞之。至是复决，虑其波及

郊坼，遂不复引归故道，西南水患，。乃肇于

此。至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 1 87年)始塞

之。

(《金史》)

同年六月，金大兴府、平、滦，蓟、通、

顺州水灾．免当年租税。

(《金史·五行志》)

金大定二十六年(公元11 86年)八月，

黄河决于卫州，横流而东，自卫州至清州、大

名、沧州皆被其害。命工部修护决口，次年

功毕。

(《金史·河渠志》)

金大定二十七年f公元1 1 87年)，为加

强河防，金沿河府、州之长提举河防事，县

令管勾防河事，每岁河泛之时，由工部官一

员沿河检查视。

(《金史》)

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 1 89年)，诏命

于芦沟河上建石桥，明昌三年(公元11 92

年)完成．敕命名目广利，即今芦沟桥。

f《金史·河渠志》)

金明昌二年(公元I 1 91年)六月，漳河、

芦沟河堤决，诏命速塞之。

(《金史》)

金明昌三年f公元l 92年)六月，芦沟

河堤决，金从速修筑。

(《金史·河渠志》)

金明昌四年(公元1 1 93年)，金有司修

漳河堤埽，计工380000，依芦沟河例，以被

水缺食人充工，官支钱米。

·(《金史·河渠志》)

同年六月，黄河决卫州、魏，清、沧皆

被害。

(《金史·河渠志》)

金明昌五年f公元1 1 94年)十月，金令

各州、郡凡有河者开渠引水灌田。中都之安

肃县，定兴县引河水灌田4000余亩。

(《金史》)

金章宗泰和四年(公元1 204年)四月，

自春起，金都、郡少雨，时近五月。恐失播

期，令各处穿土作井，随宜灌溉，区种法渐

推行。

f《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同年通州漕河成，帝行重赏。

f《?,l-II：古代历史编年》)

金泰和五年(公元1 205年)一月，金发

河北、河东，山东、中都、北京军夫改治漕

渠、凡占用屯田户地，由官府对给，占用民

田，多酬其值。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金泰和六年(公元1 206年)，金为畅通

漕运，定沿河府州县皆提控漕河事、管勾漕

河事，负责催检纲运、营护堤岸。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金大安二年(公元1 205年)，金招N：ll：、

河东沿边募饥民修水利，地方官督办。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宋绍定四年(公元1 231年)蒙古军开始

利用卫河、永济渠。

(《中国河流开发史年表》)

宋端平二年f公元1 235年)八月，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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