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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九三一年夏秋，江淮流域大水。江苏位居江，淮下游，受

灾尤为严重。南京中央大学校园进水，延期开学。我家住四牌楼

沙荡园，室内进水近半米，出入须乘木筏。天灾未消，人祸又

起，日本帝国主义又于“九·一八力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作为

一个青年地理学者(当时我才三十岁)，深感自己所负责任的重大。

为了探求淮河如何危害苏北的情况，我于一九三四年夏，率

领学生四人，利用暑假时间，走遍苏北各县，进行实地考察，走

访地方父老，特别受到江北运河工程局孙凤梧工程师的指教，获

益尤多。

经过调查，才完全了解淮河原是一条好河，早年淮河海潮可

以直达洪泽，后因下游被黄河所夺，并把它淤成一条高岗，以后

黄河虽然改道北去，而淮河只得南下入江。又因历代重视漕运，

为了维持大运河南北畅通，就牵涉到运河、黄河，淮河，长江四

水之间的相互关系。洪泽湖面高于废黄河口零点十六米，运河河

身(高邮湖面)高于废黄河口零点九点五米，兴化地面仅高三米。

而沿海地面约高五米。这样的地势，最西要筑洪泽湖大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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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运河，其次要坚守运河东堤，以保苏北里下河，最东又要高筑

海堤，以防海水内侵。洪泽湖淮水下泄靠三河坝控制，运河东堤

建有归海五坝，淮水入江有归江十坝控制。把以上这些情况弄清

楚，苏北淮河下游的情况就明白了。

西汉时建立盐渎县，即今盐城市的前身。当时地处海滨，四

周广设盐场，以后河沙淤积，陆地向东延伸。唐宋两代修建捍海

堰，印范公堤。堤外盐产甚富，供给长江中下游各省人民食用。

清末以来，陆地越涨越广，淮南煎盐业衰落，民间先后组织几十

个盐垦公司，植棉事业日见兴盛。我们考察了大部分公司，详细

加以记录。解放以来沿海地区新建立的如东、大丰、射阳，滨海

等县，都是从这些盐垦公司发展形成的。

经过考察以后，我们出版了《两淮水利盐垦实录》报告一

册。不幸的是，我在书中批评了国民党导淮委员会欲在废黄河高

岗上开挖所谓新淮河的错误，大部分报告被当局秘密收去焚毁，

外间销行很少。以后我在一九四八年把该书的《两淮水利》部分

重行印刊一次，外间才有流传。

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军向河南进犯的时候，国民党统帅部自

动炸开黄河花园口南堤，黄水全部南流，由涡河，颍河流经淮河，

转入长江，不仅河南、安徽广大地区的人民惨遭涂炭，全部淮

河干支流都被黄河泥沙淤垫阻塞。抗战结束后，虽然黄河水流重

归故道，但准河水系几乎全部报废，形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

灾，无雨旱灾”的严重局面。

一九五O年夏季淮河又闹大水，当时我在华北革大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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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学习，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汪胡桢，萧开瀛两位同志在北京找到

了我，要我参加治淮。我说我学地理，不懂工程I汪、萧都说我

的《两淮水利》一书已被领导看到，说我理解淮河，要我务必参

加工作。我当即同意，一同参加治淮会议。不久就赴苏北考察，

决定新开灌溉总渠路线，接着就到蚌埠治淮委员会，以技术委员

的名义，正式参加工作。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全面研究淮河，试

写一部淮河志初稿。为了工作需要，兼任资料室主任。我首先向

北京，南京、开封、扬州等地收购淮域各县县志约二五。部，以

供参考，后又开设淮河陈列馆供人参观。

我利用资料室巳收集到的各项调查报告与实测地图，就全淮

各条支流、各段干流，分述它们的历史与现状，共分二十一章，

每章又分若干节，这样纲举目张，使人一目了然。因系一九五一

年至一九五二年所写，以后许多工程未能列入。

一九五二年夏，我又被派到怀远筹建淮河水利专科学校，训

练冶淮人员并培训参加治淮的工农兵学员，后因教育部规定事业

机关不能附设专科学校，以后就改为中等水利学校。一九五三年

华东高教部调我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还在业余编写

《淮河》一册，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淮河的改造》一册，

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治淮是国家重点工程，这些书

因此也受到各方重视。

、‘我于一九五三年九月离开淮委时，曾把《淮河水道志》分抄

两份，一份存淮委，一份由我带来上海，准备随时加以修订。带

来上海一份巳在文革中遗失。留淮委一份，后因淮委一度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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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文件资料移交给了安徽省水利电力厅。治淮委员会恢复以后，

遵照水电部规划编修《淮河志》，经多方调查在安徽省水利勘测

设计院找到了这份《淮河水遭志》原稿。淮委《淮河志》编纂办

公室认为该稿虽系三十年前旧作，作为历史材科，还有可供参考

之处，拟予付印，嘱我写一序言，因而把我从五十年前研究淮河

开始作一简单回忆。对旧稿一时也无法再加修改。抛砖弓l玉，请

专家们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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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淮河上游

第一节 淮 源

淮河发源干河南省桐柏县桐柏山。

桐柏山桐柏县附近的山地，总称为桐柏山。主峰在桐柏县

西南，或称大复山或称胎簪山。主峰位置，经前江淮水利局测量

在北纬三十二度四十六分二十秒，东经一百十三度十七分六秒

(原测为北京西经三度八分二十二秒，北京观象台在东经一百十

六度二十五分二十八秒，合国际本初子午线经度如上数)。主峰

山顶高在废黄河口零点上一千一百二十七公尺。

桐柏L【j顶有云台寺，唐朝始建，寺东有大淮井，山腰有小淮

井，过去都以为是淮源所出，其实非是。

桐柏山主峰东北面，是淮河支流西刺耳沟所发源。主峰西北

面，是淮河本流所发源。淮源顺山坡向北流下，最初是一山沟，

到山脚始具河形，绕固庙寨西面到北面，河形宽处称为淮源湖，

淮源自山顶至平地降落九百公尺，平面距离约四点五公里。‘

固庙裹位于桐柏山北脚下，初名淮井铺，建有淮源庙·汉

代设复阳县于此(当时称北面之山为大复山，故名复阳县)。宋

时称其地为淮渎故庙，一度设桐柏县于此。后又改称固庙。今四

周有石寨，系清同治时所建。

淮源庙似始建于西汉，东汉桓帝延熹六年(公元一六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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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太守中山卢奴张君(中山国名，卢奴县名，今河北定县)加

以增修，立有淮源庙碑隶书，上有“淮出平氏，始于大复，潜行

地中，见于阳口，立庙桐柏，春秋崇奉”等语(西汉设平氏县，位

今桐柏县西境平氏镇)。后魏郦道元撰《水经注》称此碑系“守

令所造，文辞鄙拙，殆不可观。修历千年后，此碑风雨剥蚀。元

顺帝至正四年(公元一三四四年)，吴炳书隶字汉碑，加以重

刻，并有书后，汉碑仆地。清初樊翰犹曾见到(顺治十五年公元

一六五八年有碑后记)。淮源庙后称淮渎庙。宋另建淮渎新庙于

东北，此称故庙，今称为禹庙，乾隆《桐柏县志》有禹庙图，并

载自汉到清厉代庙碑碑文。

山脚三淮并淮源庙今称禹庙，附近有三淮井。一在禹殿

后，一在禹庙偏东竹林内，一在固庙北圩门寨墙下，昔人都称为

淮井，认为淮源所出。

第二节 固庙寨到桐柏县

淮河在固庙以上，纯系山沟，到固庙达于平地，才具河形，

河宽十五公尺，底多卵石，附近地高二百二十公尺，河底高二一

四公尺(据江淮水利局实测图高度从废黄河口零点起算，以下

同)。淮河从固庙之北，向东偏北行，经大王庄、响水河口，满

堂河口到太平桥(以上各地均在淮河左岸)，河线长十公里，

太平桥地高一六四公尺，淮河河底高一五五公尺。淮河再从太平

桥东南行到金庄，左岸会刺儿沟，再东南行，到桐柏县城北。

淮河从太平桥到桐柏县城，河线长二点五公里I从淮源到桐柏

县，淮河河线长二十六公里。

桐柏县西汉初设复阳县，因在大复山之阳故名(当时称淮

源以北山地为大复山)，县治在今固庙。东汉增设平氏县，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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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桐柏县西境平氏镇。隋唐始称桐柏县，当时县治在今桐柏县

东境之固县镇(据《元和郡县志》)。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九七

三年)，移桐柏县于淮渎固庙(即今固庙寨)，后又迁于今桐柏

县址(据《太平寰宇记》)。元废桐柏县。明成化十二年(公元

～四七七年)重设桐柏县，期今县城。

淮渎庙初名淮源庙，在今固庙寨。宋初迁建于东北，即今

桐柏县城东门外淮渎庙，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一。一四年)

修建，路振有碑记(见乾隆桐柏县志艺文碑记篇)。庙内有古柏

六株，可能系宋代所植，现一株被焚，尚余五株。

淮河在桐柏附近河宽一oo公尺，河底高一三七公尺，附近

地高一四五公尺。

桐柏县城西北有水帘河来会。水帘河源出桐柏县城西元宝垛

山的水帘洞。洞为桐柏八景之一，有水帘瀑布之称。

固庙到桐柏县城之间，水涨时可通竹筏。

第三节 桐柏县城到长台关

淮河从桐柏县城北，屈曲东南行，右岸有龙潭河来会。淮河

过金家桥镇南再东南行，右岸有出山河从东向北来会。 自此以

下，淮河成为河南、湖北两省的界河。

淮河折东偏北行，过唐城(居民数十户)南，左岸有月河来

会。月河口之东有小集，Ⅱ11月河店，居民三百。淮河再东行，右

岸有小集，叫淮河店，属湖北省随县，居民百余户。

同县镇淮河再东北行，左岸有固县镇，为唐时桐柏县旧

址，今为桐柏县四大镇之一，居民三百户。淮河从桐柏县到此，

河线长四十六点五公里，固县镇地高一一三公尺，淮河河底高一。

九公尺，河身宽一百六十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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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皱岭水库推河过固县镇后再十二公里到大坡岭(又名钓

鱼台，位淮河右岸)，现拟在此建造水库，筑坝高二十七公尺，

长五百十公尺，上游控制面积一五二三平方公里，可以蓄洪二点

六亿公方，回水达上游三十二公里的月河店。固县镇、淮河店均

在蓄洪水位以下，宜筑圩保护，将来水库筑成后尚可利用水头高

低差发电三ooo珏。

淮河过大坡岭后右岸出湖北省境，左岸出桐柏县境，两岸都

属河南信阳县境。

洪潭山与白石山淮河继续东行，过申阳，北下钓鱼台到马

家庄西，左岸有洪潭山，右岸有白石山，两岸夹峙。淮河在此以

上，两岸皆山，自此以下，南岸距山渐远，北岸则系遥远之土

岗。．马家庄淮河河底高八十七公尺，左岸地高九十四公尺，由大

坡岭至此二十二公里。

平昌关淮河过马家庄后，折南偏东行十一公里到平昌关

(位淮河东岸)。清代在此设有分县，后废，有土圩，圩外亦有

淮渎庙。平昌关淮河河底高八十二公尺，地高八十七公尺。

淮河续趋东南行，过陈庄东折向东行到母子河集南，左岸有

子河来会。淮河续南行到杨庄东，右岸有游河来会。淮河折东

行．经杨湾北。折东北行到长台关。从平昌关到此，淮河河线长

四十公里。

长台关长台关位淮河之北．京汉铁路之东．商业颇盛。淮

河从桐柏县城到此．河线长一五二公里。从淮源到此，河线长一

五八公里。长台关淮河河底高六十五公尺，地高七十六公尺．河

宽四百四十公尺。淮河从桐柏到此．南岸入淮口门山水九，田间

水二十四，水量以游河最大．龙潭河，出山河次之’北岸入淮口

门山水十，田间水二十八。水量以月河为最大。冬春时河中水槽

只占全河五分或六分之一。且又平浅。河底多沙石．不利舟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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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运输。水大时多用竹筏，水小则停；一．‘ ⋯·
· 一。一

· 长台关京汉铁路跨淮河铁桥，长四百四十公尺．‘桥下五墩。“

积沙甚高，有碍水流。 ’

，．‘

长台关车站距长台关一公里，南距信阳城二十五公里。。

游河 《水经注》谓之油水，今名游河。出湖北随县之游河

沟，长约五十公里，东流至信阳境祝福寺之北入淮，口门宽阔。

冬春水小时，往来竹筏均聚沙积水逐段进行，溯河而上可达十二

公里的吴家店。

第四节 长台关到息县城

淮河从长台关屈曲东北流十公里，过淮河镇南再北行，左岸

有明港河来会。再东北行，过霸王台南折东南行，左岸有小田河

口。淮河自此以下为正阳，信阳两县界河，过陡沟镇南到梅芳店

北，从此以下淮河南岸属罗山县境。

淮河折东行，右岸有狮河来会，再东到李渡口，北岸属息县

境。东行到竹竿河口，南岸入光山县境。淮河折东．ITS5"，左岸有

清水港来会。过清水港口，淮河北岸为息县城，南岸有仆公山。

淮河从长台关到息县城，河线长一百十一公里，水行于或远

或近之两岗间，各处河面宽狭不等。息县附近淮河河底高三十二

公尺，附近地高四十三公尺。

淮河自长台关到息县汇淮各支流发源渐远，水量也渐大，左

岸注入之交流有七，右岸注入之支流十有八，其中以右岸之湃

河、竹竿河为较大，左岸之明港河，清水河次之。凡两岸支流入

淮之处，沙滩突起为水流之障碍，亦为河床改变之主因。伏秋涨

水，淮河及支流较大的都可通行竹筏。
‘

明港河一名明河，又名于河，源出确山天目山之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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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东南漉，于明港镇穿京汉铁路桥，在淮河镇之北汇入淮河，

长约五十公里，河口附近水颇深，有时竹筏可上通明港镇，口门

外沙洲横亘，高度几与岸平。

浦河原名j9i『子河，源出湖北应山县黄土山，流经信阳县城

南，东北流到王湾之西入淮。澌河长一三九公里，流域面积二

七。六平方公里，最大流量一二oo秒公方。口门淤塞极甚，夏

秋水发，势极猛勇。自河口上溯到信阳(约六十公里)，河身

平直，筏行无阻，水亦经年不涸，冬秋水浅，也可筑坝蓄水通

筏。淮涨倒灌入狮。

南湾水库现拟在湃河上游信阳西七公里之南湾筑蓄水

库，坝高二十七公尺，长六七五公尺，控制流域面积一一二九平

方公里，可以蓄水二十六亿公方。一九五二年动工，五三年可以

完成。

竹竿河一名宣化河，即《水经注》之谷水，出湖北礼山县天台

山，西北流经宣化店(属礼山县，居民五oO户)、大胜关入河南罗

山县境，经竹竿铺东，到何家寨左与小潢河(亦作小横河，竹筏可通

至罗山县城)之水会，再北流至小庞湾入淮。竹竿河长九十五公

里，流域面积二三四。平方公里，最大流量二三oo秒公方，

河底平浅，水大时竹筏可由河口通宣化店，淮河水涨则由竹竿河

倒灌到何家寨以上，竹，淮并涨时则水被壅积，两岸被淹。

独树村t水库竹竿河本流流域面积一七oo平方公里，中

上游坡度平坦，现选定独树村(在大胜关北十公里)为蓄水库坝

址，高十三公尺，抬高水位十公尺，回水十一公里，水库面积四

点五平方公里，上游控制面积六八。平方公里，蓄水一点五亿公

方。

清水港源出正阳、确山交界之横山，东南流经江湾集、土湾

桥，在息县城西南解楼东入淮。淮涨时倒灌达十公里以上，水大

6



时亦不通舟筏。

息县城位淮河北岸，周代为息国，汉置新息县，元称息州，泰

定年问始筑城于今县治，城居岗上，高出地面约五公尺，任何大

水可保无虞。
。

淮河从长台关到息县城，河身行于两岗之间，岗近则河窄，

岗远则河宽，窄则河深，宽则河浅。凡河宽水浅之处，则又沙土

淤垫，泄泻不畅，两岸低地易于被淹。

一九五。年汛期，息县境内沿淮北岸均被水淹，宽达一点五

公里，较宽者达七公里，北岸各支流两岸亦被淹没。

第五节 患县城到洪河口

淮河从息县城东流，在新铺湾南、乌龟山东分为两道，故道在

南，现道在北，两道相距从三公里到五公里。现道从新铺湾直东

行，左岸有小臆河来会。故道东南行到堡子口，右岸有寨河来

会。两道分行二十余公里，到花家店南相会。

淮河从花家店起东北行，过淮凤集西，左岸有泥河来会．淮

河又东北流过长陵集南，左岸有阊河来会。淮河折东南行过踅子

集北，右岸有潢河来会。淮河续趋东北行，到乌龙集东左岸有英

明港来会。淮河折东南行到洪河口，洪河自左岸来会。

淮河自息县到洪河口，河线长一一四公里，从淮源到洪河口

全长三八三公里。洪河口河底高十八公尺，地高二十七公尺。左

岸注入之水以洪河为最大，右岸注入之水白鹭河较大，寨河次之。

淮河在洪河口以上全长三八三公里，流域面积一四四二。平方公

里。洪河流域面积一三二六。平方公里。淮河最大流量五四八。

秒公方，洪河最大流量三一三五秒公方。

洪河口地居淮洪两河会口，常遭水淹。一九五O年，洪河口

最高洪水位二十九点六公尺，地面水深在二公尺以上。将来须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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