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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三次契机的基本情况及其背景 。 对历史上制约清江流域水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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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为清江流域开发模式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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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流域卫星影象图 长江勘测技术研究所供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清江伏流入口

车坝河水库

半峡风光 长阳县志办供稿 清江渔歌



龙洞水电站 移民高山

一湾流水

五爪观水电站 桥至深山
长阳县志舟、供稿



三渡峡水库

明代石雕

水车 鄂西自治州水电局供稿

荆南雄镇



天楼地枕水电站

建设中的隔河岩水电站 湖北省、清江水电开发总公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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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清江是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流域内物产丰富，蕴藏着 E 大的水力资源。但

是，由于流域地区多属离山丘陵，清江干流水急埠 i哇，水陆交通条件十分困璀， 1吏

流域内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子其他地方。

对清江水利的开发，在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和拭战期;司湖北省府西迂思施

以后，曾出现过比较明呈的转挠，可惜因为种种历史条件的棋约，这两次转机都

未能持久，成效不大。直到中华人民共和 E建立以后，清江流域持水利开发，才

进入了划时代的崭新龄段。

清江流域的小水电建设很快地取得了令人嘱 E 的成绩，继后，经过审模的科

学规划和论证，以隔河岩枢纽工程为先导的干流多级开发计划正在实施。清江流

域的巨大水力资涯，将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重要件刑。

《清江开发史》将以多卷本的形式，系统记述清江流域的特点和水科开发的进

程，介绍各个重要枢纽工程的兴建缘由，工程技术成就，工程效益及建设者仨的

奋斗精神和业绩。这是一项偎有意义的工作，它将帮主持世人更好地了解水利事业

的重要性和艰苦性，也将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雨惠及后世。希望各今重

要的水利工程单位，都能像清江水电开发总公司一样重视工程史的编篡工作。

值《清江水利史》出版之际，特以为萍。

钱正英

1992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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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如读画。我爱读史，从中可以获取知识，可以受到启发 e

《清江求利史》的作者通过辛勤的劳作，为广大读者奉献了一轴画卷。

迄今为止，我省的史志工作者大多数完成的是地方水利志或重要的水利工程

史志。以 i定域为背景，以水利为主题写"史"的还比较少见。侈志只需以史实为

模据，去幸且取糖、去传存真、 )1资序编来，即可供后入使用和借鉴。写"史"就要

难得多，作者不仅要广泛收集资料和素材，罗列史实，还要 j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去评说、归纳和总结历史，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经栓和教训。

清江流域地处)1/、潮、鄂三省交界的鄂西山区。历史上串于这里 w 高林密，交

通期塞，政治与经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几乎无"水利"可言。直至j 清代统洁者

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这块为巴人先桂聚居，尚处于奴隶制社会前土地才有

了发展经济、交换商品的初步意识。这才有了比平原地 E 晚了十几个世纪的灌溉

水渠工程。也就是说，清江到这时才开始了它的水利历史。毕竟水利是牍应经济

的发展，尤其是农生经济发展的需求而提生、发展的，反过来它又立即成为经济

发襄须央不可缺的基咄产业，在经济运行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窍，而水利的发展

又必须放静、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从清代到民 00 ，尽管鄂西首府患施在抗战时

曾为湖北省的陪都，由于政治和自然环境的军圈，水莉的发展也是十分可怜的。直

至解放初期，可资记录的水利工程寥寥无凡 e

清江的水利史，能供史家秉笔横书的应该说是吉中华人民共和臣的诞生始，尤

其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清江流域水科发展之迅猛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1957 年我作为湖北省水利厅f于长曾对清江流域考察过 45 天，对清江流域发展灌

溉农业，开发水力和提运之艰难深为感叹。段子当时的财力和全省 E艳的主要水

利问题是抵御洪水灾害，无法给予清江流域水利开发更多的支持。而今清江流域

水利建设的势头实在令人政喜，鄂西山区的中小水电站星罗棋布，已经发屯的和

正在建设中的，红红火火为鄂西 w 区经济的腾飞漂涯不断地输送着能源。清江干

流的隔汗岩水电枢纽不日即将完建，紧跟着兴建高坝洲、水布近千流梯级，开发

清江子流的巨大能潭，从武汉乘船直达患施已不再是幻楚。读完《清江水利史)> , 

想想这诱人的前景， í乃不免心怀激动。

当然，在这部《史》中，也毫不掩铺地提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负面。"政土

归流"本身是勇史的进步，却导致大E积毁林开荒、万耕火种、水土流失加展，混

石流、山崩、地隆等地震灾害严重，致使以"清"命名的江河变成"夷水不夷，清



江不清"。这是f直得后人记取的教训。我希望在实践中继续书写的清江水利史，除

'了工程建设外，更要在全流域大写一个"绿"字，还清江本清澈透明的本来w gl, 
为我的的子.J1、后代创造一个更理想的生存环境。

《清江本利史》是一部资料丰富，论述清晰，有观点的好史书，很f主得一渎。

照我看来，这部史书可算是清江水科史的开篇。清江水利史究竟应该怎样写，也

许渎到这部史书的读者还会有各自的见解和观点，还可以不新补充和完善。今人

看历史，往往仁者见仁，智者克智，这是历史多侧面的反映，只要遵锤历史唯物

主义的原则，终归可以求 i司存异，摸索到历史发莫的脉络，为今后的建设服务。

我算是本书最旱的亲者之一，遵作者之嘱，写上一点感想，权作为本书的序

言吧。

陶述曾

199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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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是湖北省境均最大的一条长江支流，流域跨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宜

昌市。这里山水秀哥、民风淳朴、资深丰富、水土宜人，是一块亟持开发的处女

地。

70 年代，我曾在患拖地区工作，与这里的人民需呼技共命运，才这里的一草

一木、白山水水都怀着深厚的惑情。离开恩施以后，仍十分关注着这一地区的发

隶。 80 年代，由省工作后又有幸奉命组织建设隔河岩水电站。隔;可岩水利枢纽的

动工，为大捉摸开发清江流域拉开了序慕。跑着清江水电的开发，为鄂西南的经

济援兴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这是关系到清江流域人民的一件大事，是海北的一

件大事。

同时，我也时常思考一个问题，这样大规模建设开发清江是史无前例的，将

来一座座宏伟的，水电站拦江南起，强大的电流赣南西百八方，激起工农业生产的

路搏躁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然西，其开发的绿吉、历程、经较

与教训、攻乐与艰辛并非世人皆知。因此)有文字的形式来真实记录它、反映它，是

十分必要的。这样，不仅提供物贡文明成果，也提供了精神文明成果。不仅有更

多的人认识清江，研究清江，进一步开发清江，还为我国文化宝革中增添一笔财

富 c

由此， ((:清江水利史》的编写就应运而生了。经过凡年的努力己经顾利完稿，

值得庆幸。本书采用的是史志体，孰史孰志，为各有所长，作为流域开发史来写

本身是个探索。本书提出的许多丑解，虽不一定作为定论，但可以作为今后深入

研究的开端 c 仅从这一角度来看，本书的出跋吁世，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政

喜之余，略述数语，权作序言，呈子书端。

王利滨

199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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