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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木兰陂水利志>是莆田市第一部由水利工程管理

单位编写的志书。它的面世，不仅为研究和借鉴水利古

建筑提供宝贵的史料，而且将促进莆田市水利志的编写

工作，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

木兰陂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老水利工程之一。它

具有“排、蓄、引、挡、灌”等水利综合功能，并兼有

工农业及生活用水、航运交通及水产养殖等社会效益。

它从建成至今，900多年来：为莆田人民抵御自然灾害，

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起到积极作用。由于种种原

因，象木兰陂这样历史悠久、效益显著的大型水利工

程，至今还没有一部专志加以系统的记载。<木兰陂水

利志>的编成，无疑将填补这一空白。

木兰溪是莆田市最大的河流，全长105公里，流域

面积1832平方公里。它流经仙游进入莆田县境内。木

兰陂以下的南北洋沟渠，使“一县二区”(莆田县、城

厢区、涵江区)12个乡镇133个行政村受益。千百年

来，木兰溪哺育着世世代代兴化儿女，其中一大批杰出

人才，有政界、文艺界、科技界的，尤其是现代科技

界，如半导体专家林兰英、宇航专家闵桂荣等，他们都

是喝木兰溪的水长大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木



田市人民的母亲河，是莆田市人民的骄傲。我

古代建陂先贤们的丰功伟绩，是他们用聪明才

不挠的开拓精神，修筑了这样二个伟大的工

于子孙后代，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我们要

们艰苦创业的精神，做好木兰陂水利工程的保

运用科学知识和现代管理手段，保障工程安

发挥它的效益，让它更好地为莆田市的经济腾

和缔⋯局长李粗携
199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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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木兰陂水利志>在莆田市、县方志委的指导和帮

助下，经过编写组全体同志的艰苦努力，终于出版面

世。这是一部具有专业特点和地方特色的志书。它全面

地记述木兰陂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我们更好地发扬先贤

的开创精神，研究和吸收古代水利工程先进的建筑技

术，都将提供良好的帮助和借鉴。

木兰陂水利工程建于宋元丰六年(1083年)，距今

已有9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大型

水利工程之一。它之所以能够历经900多年而不废，而

且能继续发挥效益，除了历代重视保护和维修加固外，

关键是建造的工程本身具有很高的科学性。无论是陂址

的选择，工程的设计，还是施工组织等方面，均符合水

利工程建筑的规定和要求。这在900多年前的宋代，委

实不简单。它充分体现我国古代水利建筑的科学技术水

平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

作为木兰陂水利工程管理机构，莆田县木兰溪水利

管理处和南北洋海堤管理处肩负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

重托，认真、负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不仅认真做

好对古老工程的管护和运用工作，而且在乡、镇政府和

受益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先后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不断加强对工程的维修加固和配套工作，同时

大批水工建筑物，对堤防工程进行两次大规模

固。这样，使木兰陂水利工程在原有的基础上

美，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使木兰陂水利工程更好地为莆田市经济建设服

跨入21世纪，圆它即将实现的千年之梦，木

管理处和南北洋海堤管理处的干部、职工，决

的精神风貌，加快水利改革步伐，努力实现水

代化，使古老的木兰陂水利工程为社会主义现

事业谱写新的篇章。

莆田县耄曩霉娄鍪管理处
党支部书记、主任

1996



凡 例

第一条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力求达到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

第二条本志遵循详今略古、详异略同的原则，采

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全面、‘系统地

记述木兰陂水利建设的历史与现状，力求体现时代特

点、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

第三条 本志上限追溯到木兰陂水利工程的发端，

下限断至1994年。个别图片、大事记、木兰溪下游排

洪工程和南北洋海堤加固达标及改善职工住房的记述延

至1996年。

第四条本志人物记载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

人物以创建木兰陂和延寿陂先贤为主，并记载对维修、

加固木兰陂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包括外国籍人士)。立

传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

第五条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大事记以编

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记述。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均用旧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新中

《Q



国”，系指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
称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o ‘

第七条 经济数据，均为当年价。数字书写凡表示

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专门名称和表

述性语言中的数字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旧纪

年的年、月、日用汉字，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

伯数字。引文中缺、漏字以“口”代替。
第八条全志资料大部分来自县档案馆、县水电局

和本处资料室；部分口碑资料经考证后入志，一般不注

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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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木兰陂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之一，它因建

在木兰溪中部的木兰山下而得名。木兰溪发源于德化县戴云山脉

余支的笔架山，经永春和仙游两县，汇聚360多条溪涧之水，进

入莆田县境，自西向东横贯莆田中部，最后出三江口人兴化湾，

把兴化平原分划成两部分，俗称南北洋。木兰溪干流全长168公

里，它在莆田市境内全长105公里，控制流域面积1731平方公

里，最大洪峰流量3710立方米／秒(1973年)，是莆田市最大的

河流。木兰陂以上干流长79公里，控制流域面积1124平方公

里，占总流域控制面积约64．9％。木兰陂以下至三江口为感潮

河段，长25．8公里。

木兰溪属山地性河流，雨量充沛，正常年份降雨量为1300

～1400毫米，对工农业生产极为有利，但由于水位季节变化大，

流程短，上下游河床差别大，上游水流急，下游受海潮顶托，极

易造成洪涝、潮灾。

南、北洋平原是福建省四大平原之一．为莆田市粮、蔗主要

产区。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麦、甘薯；经济作物主要有甘

蔗、花生、黄豆、油菜籽、木麻等。水果品种除枇杷、荔枝、龙

眼等3大名果外，还有橄榄、香蕉、柑桔、柚、酸梅、柿等。瓜

菜品种繁多，主要有冬瓜、南瓜、丝瓜、茄子、西红柿、四季

豆、蚕豆、芥菜、豆菜、花菜、包菜、大白菜、韭菜、芹菜、蒜

青、空心菜等。平原的绝大部分耕地属于木兰陂灌区。

南、北洋平原在唐代以前，还是“只生蒲草，不长禾苗”的

冲积海滩荒地。唐建中元年(780年)，邑人吴兴创建延寿陂。

／7／



2 木兰陂水利志

唐元和八年(813年)，观察使裴次元主持修筑红泉堰并填筑镇

海堤(今东甲堤)，平原耕地得以垦殖，并围筑水塘以资灌溉。

到宋初，莆田已建有19个池塘用于农田水利灌溉。其中，南洋

有8塘：横塘、陈塘、许塘、长坑塘、国清塘、鹅塘、吴塘和另

一陈塘(木兰陂建后废其五)。北洋有1l塘：西冲塘、胜寿塘、

太和塘、屯美塘、东塘、诸泉塘、永丰塘、历浔塘、游塘、郑

塘、方塘(其中5塘于宋初已废)。池塘灌溉毕竟有限，加上木

兰溪两岸洪、涝、潮灾不断，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因此，改造、

利用木兰溪，变水害为水利，早已成为南、北洋人民的迫切愿

望。

宋治平元年(1064年)，长乐女子钱四娘携资10万缗，在

今华亭镇西许村的溪道上围堰筑陂。因陂址选择不当，陂刚筑成

就被洪水冲垮。钱四娘悲愤投水自尽。事后，长乐人士林从世继

承钱四娘未竟事业，也携资10万缗来到莆田，在今温泉口围堰

筑陂，也因陂址选择不当而失败。后来，侯官李宏应诏来到莆

田，他在高僧冯智日的大力帮助下，吸取钱、林二人的经验教

训，重新确定陂址，并精心设计和组织施工，最终把陂建成。这

样，木兰陂水利工程前后营建3次，历时达20年之久。

陂首工程建成后，接着进行工程配套，先建“迥澜桥”(即

今南进水闸)，并开挖大小沟渠百余条，把水引向南洋，灌溉南

洋平原农田。后人又于元皇庆年问(1312～1313年)建“万金

陡门”(即今北进水闸)，把水引向北洋，与使华陂流水汇合，灌

溉北洋平原农田，形成今日的木兰陂灌区。

木兰陂是配套较完整的大型水利工程。它由陂首枢纽工程，

渠道工程和堤防工程等3大部分组成。陂首工程由溢流堰、导流

堤、南北进水闸组成。渠系工程是由分布在南、北洋平原上的大

小河渠组成，全长309．5公里，水面积达2．2万亩，可蓄水



概 述 3

3100万立方米，素有“平原水库”之称。南、北洋海堤是福建

省四大堤防工程之一，全长87．48公里。至1994年，木兰陂灌

区拥有泄洪闸17座57孔，排水涵洞152座，控制闸57座，使

莆田县、城厢区、涵江区12个乡镇133个行政村受益，灌溉农

田面积16．3万亩，有效灌溉面积13．7万亩。南、北洋海堤保护

耕地面积20万亩，人口50万人。

木兰陂水利工程具有“排、蓄、引、挡、灌”等水利综合功

能，其效益十分显著。它不仅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水

源，而且兼有航运交通、水产养殖等效用。特别在防御水患灾害

方面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木兰陂水利工程的建成，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

明才智和高超的科学技术水平。人民群众为了纪念建陂者的丰功

伟绩，早在北宋元丰年问(1078～1085年)就在“惠南桥”前

后建立二个庙，前庙祀钱四娘，称“贞慧庙”，后庙祀李宏、冯

智日、林从世，称“义庙”。现存的李宏庙创建于元延丰占年间

(1314～1320年)，清代中叶再建，硬山造，面阔3问，古朴庄

严。庙内竖有历代维修木兰陂记事的石碑14块。1961年，福建

省人民委员会把木兰陂和李宏庙列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62年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途经莆田时，特地

参观了木兰陂，欣然撰书<木兰陂诗碑>，勒石竖在庙内。1983

年，李宏庙辟为“木兰陂纪念馆”。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

批准木兰陂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木兰陂水利工程虽然规模大，效益明显，但过去一直缺乏专

门管理机构，只配备少数水闸启闭人员。海堤管理实行“田头

制”，即一家一户的分散管理，管理方法粗放、落后。1954年，

成立莆田县木兰陂水利管理委员会(后改为木兰溪水利管理处)。

1964年9月。成立南北洋海堤管理局(后改为南北洋海堤管理

／弓



4 木兰陂水利志

处)。两处编制专职管理人员120人。1969年10月，为了便于

工程统一管理，两处合署办公，形成“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

统一管理机构。至此，木兰陂水利工程开始纳人正常化、规范化

的管理轨道。

专职管理机构成立后，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古老

的木兰陂水利工程进行整修加固，组织一年_度的工程整岁修。

并从1955年开始，陆续新建陈桥涵坝等排洪闸10座46孔，增

加泄洪量1199立方米／秒。

1961～1965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把南、北洋海堤基建列入

省重点建设项目。共完成南北洋海堤基建段10．17公里。完成土

石方72．49万立方米，投入劳力201．28万工日。使用工程经费

222．7万元。

1984--1988年，投资39．59万元，按计划分4期对木兰陂

陂首工程进行大规模整修加固。完成土石方2．35万立方米，投

工5．8177万工日，使陂首工程更加坚固结实。

1991～1996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把南、北洋海堤加固达标

建设列为省定项目。在地方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和人民群众积极配

合下，共完成南、北洋海堤加固达标堤段53．3公里，总投资人

民币1274．03万元。1996年10月顺利通过省政府组织的海堤加

固达标验收，工程质量优良，其中南洋东甲堤被定为全省示范

堤。经过加固达标后的南、北洋海堤更加坚固结实，经受往

1996年7月31 Fi历史最高潮水位7．68米的考验，没有出现险

情。

木兰溪水利管理处和南北洋海堤管理处为了加强工程管理，

充分发挥工程效益j注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规章制度的建立与

完善。1985年起实行岗位责任制，明确奖惩措施，把“包堤包

闸”管理任务落实到人。在认真开展工农业水费计收的同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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