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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张宁生

《都江堰风景名胜区志》的问世，对帮助游人了解都

江堰风景名胜区的历史和现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都江堰是公元前3世纪中叶创建的古老水利工程。

2200多年来，成都平原因有都江堰的灌溉而富甲一方．成

为名垂青史的“天府之国”。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带

领人民群众改造老灌区，拓展新灌区，使都江堰灌溉面积

迅速增加。到1993年，灌溉面积已由1949年的14个县

282．57万亩扩展到34个县(区．市)1003万亩。随着都江

堰上游调蓄水库的建成，灌区将进一步扩大．还会有更多

的土地得到都江堰“恩波德水”的滋润。

“创科学治水之先例．建华夏文明之瑰宝。”江泽民

同志1993年9月22日的题词．对都江堰作了极高的评价。

’

、、“世界上与都江堰同时或稍后的古老水利工程大多已成为历t
：，， j1=

。

j ，
。

*o．；-“r。“5； 、． ； i史的陈迹．而都江堰却历久不衰，并且在新时代得到前所
。u|

． ?芦
、

”％ ‘。
。未有的高速发展，根本原因是它具有高超的科技水平。这。7 ， H”

’一，- 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是十分了不起的。早在公元1872

{I．。≥≤。多‘零冀警亨≥罗?≈“冀堰爹箩之自。
扎I蠢《：≯一。一’≯，二十⋯～，。少一。，3

’

一，7 i：。i}≤；，，，_‘■，j’i-，。j．，
’

7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A+圃
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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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江堰风景名胜区志》是新修的志书，没有前志可供借

鉴。笔者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创修本志，借以帮助读者了

解景区的历史和现状，弘扬民族文化。本志追溯历史，上限不限；

记述现状，下限断于2 000年。

二、全志共分为九篇：即著名景观，自然环境，都江堰水利

文化，文物，题刻·匾额，名人与都江堰，文萃，行政建制及管

理，大事记。另有附录、后记。

三、都江堰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从古及今名闻遐迩的著名

风景区。志中列《著名景观》篇，突出景区特色。都江堰是景区

核心景观，故所占比重较大。有关都江堰的记述参阅了多种书籍，

数据则以《都江堰志》为准。

四、本志对辛亥革命前的历代纪元，采用朝代年号夹注公元

年号；辛亥革命后均用公元纪年。
‘

五、本志引用资料，均用括号注明出处。

六、本志不受景区范围限制，对各干渠的起水处和落水处作

了交待，方便读者对渠首各干渠有较全面的了解。

七、本志除引用史料外，均采用语体文记叙。文字及标点符

号以《新华字典》为准。度量衡单位以公制为准。

八、本志收录了景区大量珍贵图片，方便读者更直观地了解

景区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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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风景名胜医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区西南，距成都5 5公阻，距双流

国际机场5 8公里。

具有2 2 0 0多年悠久历史的都江堰，自古就是驰誉海内外的风景名胜医。

汉唐以来，史书屡见，游人不绝。骚人墨客，留F大量诗文，使都江堰风景

名胜区名闻遐迩。

l 941年l 0月。四川省政孵将灌县(即夸都江堰市)列为川西风景区。1 982

年11月．国务院公布青城山 都江堰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00年11月

2 9日，在联合国第二十四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青城山 都江堰风景名胜区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都江堰风景名胜区因都扛堰而得名，都江堰是景区最核心的景现。

都江堰位于都江堰市区西l公里，是战国来期兴建的古老水利工程。战

国末期，蜀国的农业已发展到一定水平．所以秦国将领司马错向秦惠王建

议：“其(蜀)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予楚，有巴之劲率，浮大

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

志》)秦惠王采纳他的建议，于公元前3 l 6年派兵灭蜀，4封子通国为蜀傣．

以陈壮为相”，。以张若为蜀国守，戌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华阳冒

志 蜀志*)公元前3 l 1年，陈壮反，杀蜀佼。次年．司马错诛陈牝．翻譬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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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业发

殷，

人再叛，昭王六

为蜀郡，命张宅

取得较大成就。

府腐谷帛，家蕴

攀冰的事迹，最j

名．没有姓。班

了完整的姓名。

对李冰事迹记载

pL：譬

为郡

李冰

竹木

畜积

芦她二

固著

东汉

较i羊

知

水，选择水量丰沛的峨

牝，石资源，乘势利导

元前301年)杀蜀侯恽股其僚属。后又杀蜀侯绾．改

守。张若守萄，既重视军事．叉重视地方经济的发

继张若为蜀守，创建都江堰。刻意经营，使蜀地农

顺水流送，方便城市建设和发展，使蜀地“国富民

．雅颂之声．充塞天衢。”(《华阳国志·蜀志》)

匾汉电一’}

j己书·沟洫志》

水石像的出土，

，是晋人常璩所

疋文地理”．

i_：【中游作堰J

j时自

，牵冰!

堆”(使f

“穿二江”(将原有的自然#

溉江西岸农田的干鬃)，翅

埋石马于凤栖窝河床作澡}

冰所穿二江“皆可行舟”(《

致材术．功省用饶”(《华阳

方便。同时，丰富的水僚

翟黧雕
勾两岸E

l，“溉f

筹的《华阳国志*

耘”(《华研国志》

构筑了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大型水利工

岷江弯道江心“壅江作堋”(作鱼嘴分乐

区有一个坚固的、水量可控的引水口)．

(在堰上开凿灌

。观察水情消长．

江堰建成后，李

T渠书*)，“岷⋯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啦

野志*)，为商贸发腱和建树运输提供了极大

i姓兴灌溉之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百姓们

日畴之榘以万亿计，然奠足数也。”(《史记·

官冰有李但字鼢李
{*

集

．

Ⅳu

一目补B前啦舻

删蝴察井

压灌佯耋!

治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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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创建都江堰之外．李冰在蜀郡还有多处冶述：青衣江会江南安(夸乐

山)．。触山侪稠崖。水脉漂急，破害舟船，历代患之。冰发卒凿平溷崖，通

正水道”t。焚遭(夸宜宾县金沙江南岸)有故蜀王兵兰，亦有神，作大滩江中。

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自五色”；“通笮”，打通至

笮都(今汉源东南)的道路，疏通文锦江-疏导洛通山洛水；“穿广都盐井诸陂

池”(堰华J：日国志》)等。由于他造福百姓千秋万代，故被尊为。川主”，蜀中受

到他恩泽的地方，百姓们都建立祠字，世世代代纪念他。

都江堰造就的“天府之国”，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秦国有了这样一

个富庶的战略后方．所以能“操纵『．夺，无不如意，于是灭六国而统一天下。”

(g蜀鉴势)楚汉相每时，刘邦以巴蜀汉中为根据地．“出二三桊伐楚，萧何发蜀汉

米万船而给军微”。楚汉决战时．“诸侯之兵四面而爱，蜀汉之粟万船而下。”

(《华阳国志∽正如诺葛亮在Ⅸ隆巾对》所云：“盗州随摩，沃，r千咀，犬府之

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都江堰对桊统·，i围．刘揶统一今国都发挥r极

其重要的作用。富庶的“天府之国”早往汉代就几次舷济丁全国性灾荒。《汉

书·食货忠》载：“汉兴，接鬃之敝．诸侯井起．民失作业而夫饥，儿米石

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m乃命民卖f-就食蜀汉。”武帝时(公元前I 40～

前8 7年问)，II J东河水泛滥成灾，“乃岁玎i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丁．里”，

”F巴蜀粟赈之”。元鼎：年(公正前I I 5年)“水潦移l：江南”．。F巴蜀之粟致

之江陵”。

都江堰的臣夫效益，引起历代对它的高度熏说。汉唐时期，都江堰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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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扩火。宋代以后．管理维修f：作日益加强。正是历代的维修管理，才使

得都江蹶长盛不衰。新中图成点后，人民政府惜领干部群众改造老灌区，拓

展新灌区，使都江堰灌医得到空前的发展。经过5 0多年的努力，现在的灌区

比两千多年形成的老灌区扩大了3倍多。

与都￡【堰同时或稍后的世界著名水利J：程大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都

江堰不仅硕果仅存，长盛不衰．而且在新时代得到r前所来有的发展，迭与

它具有高超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分坷：开的。它选择水量丰沛的岷江中游建堰．

水源有保证，堰就能持久t它建在成都扇形平原顶端．居高临下，使自流灌

溉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具备了良好的地利条件；它建在岷江出山口处弯道

上，利用弯道环流和飞沙堰等设施．妥善解决了引水与排沙难题；它三大仁

体工程和附属工程布局精妙，构成一个集分水．导水，引水．排沙．泄洪等

功能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它不破坏自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造福．是

一处典型的生态工程，为风景名胜隧的形成准备r良好的条件；狂长期的冶

水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工程技术，总结出r精粹的清水经

验；历代埘这一古老水利：_f二程的高度重视，认真管理，坚持维修，佳都江堰

能长久发挥巨大的综合作用。

部江堰风景名胜区除都江堰这一核心景观外，还有许多著名的景现、景貌。

二!!l三庙1

背鱼青山，

们便开始靠

左于都江堰北IlJ麓，是历代纪念车冰及冶水有功人员的裥字。庙

面对大江，占木森森，建筑精美。李冰有功于民，东汉时起，人

东汉李冰圜雕石像就是明证。

南齐建武时(公元49 4～4 9 8

年间)，益州刺史刘季连将望

帝祠迂至郫县，改原庙为“崇

德庙”．祀李冰。宋开宅五年

(公元972年)馏修祟德庙，扩

大了庙基，增塑了二郎像。以

后屡毁屡建，使这座纪念庙

宇1 500多年来游人如织，香

火不断。

雄伟的二王庙牌楼



伏龙观

松茂古道

安澜索桥

玉垒关

伏龙观建在都江堰市城南离堆上．北宋以

前已是纪念季冰父子的嗣字。现中有东汉时雕

造的李冰石像、堰功像．陈列了汉代石马，石

俑、石刻水塘、水缸和明代龙纹铁炉等珍贵文

物。观后是遥望都江堰．晴视宝瓶口的好地

，j，

都江堰附近，原有。文翁祠”、“丁公祠”．

“宋公祠”等纪念治水有功人员的祠字，惜已

不存。

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庙宇都消失了，而

纪念冶堰有功人员的庙宇却历久不废，达充分

说明了世吐代代的人们对冶堰有功人员的景仰

之情．感戴之意，这在人类历史上算得上是一

个奇迹。

松茂古道是李冰兴逮都江堰时所。开龙

溪．娘子岭迳通冉咙”(任乃强，张至皋《四jiI

地名考释·灌县*)的古道。这条古遒在漫长的

历电长河中具有交通枢纽的作用。新中国成立

后，随着成阿公路的修通，古道渐渐失去了往

日马帮商旅熙来攘tE的喧嚣，裂余下都江堰市

城西焉二王府一段，使人还不时怀想起古道鸵

铃叮当响的漫漫岁川。

安澜索桥位于都江堰上。古代岷江阻黼，

两岸往来不便。唐代枉江上：架竹桥，宋代建

“评事桥”，来人范成夫对来代索桥作r详细记

载。以后．索桥膳毁巨建。现狂的索桥是l 9 74

年迁建的．是都江堰上的一处胜迹。

二E象雄关在都江堰市区西虎头岩上，建于

唐代。关一边皤高山．一边临绝壁．真是“一

夫当荧．万失奠开”。关门艋联极好地描绘_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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