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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县志校续卷之二十四

11 舆地志五

水利

西洋湖 在六都，夏盖湖西，即夏盖湖之余波也，大可百余亩。一云元

乡民李敬秀割田为之。其粮亦如盖湖分派之例。<万历志》。今废。新篡。

张湖 在六都富城。《万历志》。案:当云在九都八里。旧志均未核实。

隐岭湖 在县西北二十五里，周二百亩。嘉泰《会稽志~ 0 案:当云在县

西北三十五里。在十都，计五十亩。旧志:广二顷。北受龙山、东隐岭、南兰骂、

西金鸡诸山之水，溉田四百亩。《万历志》。

国朝知县陈宗功勘详:查虞邑隐岭湖，在县治十都地，方计五十亩。旧志:

广二顷。东、南、北三面环山，西属田，受龙山、隐岭、兰茸诸山水，西有沟闸，

蓄泄启阅，以承荫熟田四百亩，缘年久冲塞，湖底淤满，英草丛生，不能容受多水，

前人凌湖之制，殆失其旧矣。雍正十三年，民人金我安呈请，垦田凌湖，王虞结

呈认荡税，蒙前藩宪批，伤橄委会邑杨令、虞邑邹令会勘议详。案经督抚两院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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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伤禁在案。追乾隆八年，金我安复具呈，前藩宪认垦泼湖，蒙批伤勘议，前

任各令未经详覆，兹于本年九月初六日，奉藩宪橄委会勘，卑职遵于十六日亲诣

该地，逐加查勘，并据金我安绘图前来，查该湖约广二顷，现在淤涨，干酒无水，

若照旧制，以五十亩一律掘深，湖深则蓄水亦深，南、北、西三道各建沟闸，以

备蓄泄。其中计可垦田九十五亩八分，四围筑高土塘，旱涝有备，如此则所垦之田，

既未侵占原湖，而湖已泼深。又掘河沟三道，湖河蓄水，较前更多，是熟田四百亩，

固可足资灌溉，即新垦亦可不致有旱千之虞，以垦田利益作抵凌湖工费，民情自

必乐从。似应金我安所请，准其泼垦，但民情奸良不一，勤情难齐，必须先凌湖

而后准垦田，凡垦田一亩，泼湖五分，深六尺，以此核算，计泼湖之丈尺，给认

垦之多寡，侠凌湖完竣，另行查勘，分别给垦。再查该庄熟田四百亩，历资是湖

承荫，水利攸关，诚非浅鲜，天时旱潦无常，每年夏秋之间，所有沟闸应听熟田，

因时启闭，以佐滋溉，不得因新垦而借词争阻，有妨熟田 O 至熟田与新垦均赖湖

水，所种禾稻，须早晚同时，庶同沟共恤，彼此攸宜，不致缓急妨碍，应请伤禁，

永远遵行。管见如斯，未敢擅便，为此备由具申，伏乞照详施行。乾隆十二年十

月十二日详。新增。

高公湖 在县西南十二里，周二百余亩。嘉泰《会稽志~ 0 在十都，西倚

湖吞底山，受众望之水，计一百三十五亩，概田四百亩。旧志:周二里，慨

田十顷。旧名南塘湖，后邑令高公割田益之，故名 o {万历志~ 0 

洪山湖 在十都。有内湖、外湖，受凤凰、牛山之水，计二百余亩，溉

田一千三百亩。{万历志~ 0 宋邑人张达割田为之。{嘉庆志~ 0 

金石湖 在十都。今名小湖，计三十亩，溉田一千三百亩。《万历志》。案:

《万历志·山川篇》有小湖，云在 u豪山之南，当是别一小湖，而《水利志》不载。

在县西三十里。{嘉庆志》。

孔家湖 在县西南四十二里。嘉泰《会稽志》。在十都，受福泉山之水，

计六十亩，溉田五百亩。《万历志》。在洪山下，产药菜，元异湘湖。《嘉庆志》。

皂李湖 在十都，距县西北十五里。原名曹黎湖，唐贞观初，乡人曹黎

二姓率众割己田为之，后以姓音近似，呼为皂李。周十五里，受众山之流，

南有东西二斗门，置闸钥，随时启闭，灌溉十都、二十二都田共一万一千亩

有奇。十都重、芥、姜、海、咸、河、淡字号，共七里。二十都惟屈家堡平字号

一暖，至唐家街为界。明洪武辛西，石油土崩，湖民黄直如等捐货作三闸，翰

林待制赵傲有记。略曰:上虞县治西北，有湖曰皂李，自西斗门而下，析为二渠，

一出蒋家堡，一出大板桥，其流皆抵县城潜渠，故为建闸限水，使无所泄。历岁

既久，成绩寝弛， 1曹渠之水酒，暮夜或窃决以驾舟，田失其溉，而岁荐凶矣。国

初，令信国公为征南大将军，道经上虞，潜渠胶舟，议决防，父老黄正伦等具事



上白，遂寝。夫国公手握重兵，犹以水利为民所系，不妄决防，人可得而窃决乎?

彼窃决者以石闸未固，此黄生直如所以议建也，其费则视田入之多寡，会粟以给

之。始自洪武辛西秋八月，至明年春二月吃工。三闸既成，金谋勒石，渴余求记，

乃记曰:昔先王为治，未尝不以农政为先，吠淦沟 j血，咸尽力焉。自井田废，先

王之法不可复见，惟得肢湖以备水旱。今皂李诸闸未理，防决不常，水无所储，

直如乃能义成三闸，伴是湖之利永有于民，顾不贤哉!直如系正伦子，余尝嘉正

伦能力陈上官，而息患于前。复善直如克承先志，而兴利于后，故乐为之书 O 己

卵夏旱，通明镇奸民希图分荫谊官，屡讼，终不能夺。永乐丁亥，翰林学士

王景章有记。略曰:湖之水东下屈家坝，西下蒋家堡、大板桥，各建闸限水，运

河无通涓滴。洪武已卵，夏大旱，东通明镇民任宗等妄诉湖民黄直如等霸占不均，

县令马驯轻听证词，拥众临湖，勒令决闸，濒湖者老援例力抗，卒莫能挽，俄顷，

湖民闻而会救者其来如雨，以身庇闸，角持不屈。翌日，官诬以骂慢之罪，执民

送府，府亦不辨曲直，听以罪加者百三十九人，决以杖断者万计，痛决而号呼彻

天者，又不知几何计?会电雨交至，断乃中止。湖民项圭五、徐友直等抱图记以

陈宪司，司直之，橄文下府。府虽曲受，终关互爱，反又摘拘被对黄直如，深情

极狱，逼欲顺承，直如哀告曰湖本高原，发委不广，仅供该荫，素无余积。

况湖水经运河二十五里乃至通明，纵使尽发一湖，不给运河一吸，尚望济彼田乎?

彼田未济，而湖已告酒，一举两失，害莫大焉 O 必欲夺荫，宁粉我身! "官遂感

而平焉。明年夏复旱，时宪金唐侯泰偶按临，镇民俞士珉等仍捏前词，幸唐侯未理，

密巡回野，察诸眷老，而曲直撩然，遂按图合记直在湖民，遂使妄控者不威自服。

向使不遇唐侯，不几良民利夺于强民，腆田倏变为旱田乎!唐侯其明哉，诚不可

以不书。正统庚申，湖民徐学言等重修三闸，侍郎周忱有记。略曰:案《上虞志~:

县西北十五里有皂李湖，唐乡人割己田而为者也。南立二门，丽水注田于蒋家堡、

大板桥，二河口置闸以限清渠，由是受溉田无俭岁。其争执之由，蓄泄之故，有

赵待制、王学士之碑记在兹，不复书 O 永乐戊戌，灌渠龟桥，钦差主事李让油、

藩桌二司官董奉等取浙东所造运艘千数至通明，不能进，分宪率府县决湖，者民

徐友直、项原起等上图记，坚执不从，于是决梁湖坝，引江潮入而济之。宣德英

未旱，镇海中贵欧诚舟至娥江，适钦使西洋刘指挥贡舟蜡通明，督邑臣赵智决湖，

湖民罗友睦等如千人指摩下，以利害反覆陈诉，牢不容决，遂f直包肩运其货，挽

舟陆行。既各闸就土己。正统庚申，朝廷橄郡县兴利除害，于是邑令李景华挟簿姜

文华行视，命者老徐学言等以亩会粟，以口集佣，伐木斩枚，贸灰坞工，循旧制，

仆者起之，缺者补之，经始于其年秋，告成于次年春。坚壮固密，视昔有加。会

余巡抚江南，适常熟令郭南子禧亦湖民也，以父相知，具状速记。余惟民以食为

天，不可缓也，盖产其地者食其利，古今不易，况割己田而为蓄溉之具乎?故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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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势力不能夺，长民者缓而不理，岂情也哉?若李令辈可谓得其要矣，故乐书之，

以诏将来。万历三十四年，邑人葛晓修志，豪民郑用九乘间贿嘱，伪创七说，

毁古志，湖民黄文等备陈七说之谬，上控于郡，郡守朱芹同郡佐叶诣湖勘悉，

其详督抚甘改正七说，勒石永禁。邑令王同谦立石有记。略曰:为查修水利，

以奠民生事，万历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据湖民黄文控豪民郑用九朋奸易志，

夺荫殃民等情，赴告按察司及督抚军门甘，蒙批水利通判叶查报，间适本府朱经县，

湖民数千拥道号诉，本府问之，全云:皂李湖为郑用九私易志书，告开接济河道，

当同通判叶会勘，此湖旁湖之田万一千余亩，皆赖其灌溉，自唐迄今，未有异议。

查旧志，此湖原名曹黎湖，肇自唐贞观间，至国朝正统郭南志改皂李湖。然名虽①更，

而蓄泄如故。今郑用九乘修邑志，忽倡七说，欲将湖面之水济河，湖底之水滋酒，

势不至罄走湖水，而注之河不止，且决湖一丈，不足溢河一寸，河干不过稍碍舟

梯，湖干则一方之民靡乎遗矣。为此计者，欲以河南之田，而取足于河北之水，

以一人之操纵而变乱千年之规划，无论于理于法，万万不可。即以利害之说较之，

亦必不得之数也。会勘既明，本府复看，皂李湖原为湖边粮田而设置闸以防走泄，

自唐以来，安堵如故。今郑用九私图泄水济河，除该原行究罪招详外，非奉宪谕，

不足以垂永久，故恭请明示，嗣后不得假借济河之名，而告放该湖之水，勒石湖边，

永为遵守等因，申明分守道桌宪督抚宪立石该湖闸际，永为遵守。万历三十七年

九月日，知县王同谦、县王陶民瞻、主簿储统祥、典史吴显同立石。时七说刊就，

未即改正。国朝康熙十年，郡守张三异橄修县志，湖民张俊等据前案控抚院

范，行府查报，府伤县令郑侨查勘，得实具详覆院，请到伪复古。抚院复行

灌司袁转查申覆，院批允详立碑。略曰:为乱志夺湖等事，康熙十年四月十五日，

本府张奉巡抚都察院范批，发上虞士民张俊等呈，称前事仰绍兴府确查速报，志

册四本并发，奉此遵行。随据上虞县知县郑申称，皂李湖始唐贞观间，居民割田

浦水，灌十都十八堡田一万一千余亩，向来湖民修筑不费官替，不轻私放，盖因

虞之地西高东低，最易倾泻，而湖身尤高出运河，势若建钮，一放则涓滴无余，

傍湖之田悉成龟拆。案:查明季葛晓修志，创为七说，欲决湖注河，士民曾号于

府，府同水利厅沿湖亲勘，勒碑永禁。今邑志重修，丰今民张俊等欲削除七说，遵

旧制而禁放湖水，遂聚众控院，以死争之，亦因事关切肤，不得不大声疾呼。卑

职细查，有湖以来，皆湖民私力修筑，蓄水灌溉，若其泄水于河，则沮如变为桑

田，水无所蓄，回无所赖，莫若照旧，听其自修自溉，仍勒禁垂久等因前来，随

该本府张核卷明白，详覆抚宪，复奉批，仰布政司查报，随该本司袁看得上虞县

皂李湖，唐贞观初，乡人曹、黎二姓割田为湖，滞水溉田一万一千有奇，自捐自

①本志木刻原版为"靡"字，是繁体"雄"之误。



筑，不费官帮，以时蓄泄，历朝守此勿失。因明季葛晓伪创七说载入县志，大要

欲强夺湖水，分沾其润，傍湖之民恐决湖防，水无停洼，环湖之田失其灌溉，苗则

搞①矣。翻阅湖经碑志及相讼案牍，是此湖之水不可把注，其葛晓七说，前明万

历间湖民黄文等已经具控院道府厅，会勘湖水照旧蓄荫近田，仍改正新志，勒石

永禁在案，先年以七说刊就，未即改正。今该邑修志，故矜民张俊等有乱志夺湖

之控，请削伪说，仍复旧章，其词原属不诬，且覆经该府县详议明白，拟合详请

宪台批示，削去葛晓七说，永绝异议，仍行勒禁等因覆院，奉批如详，删削浮论，

仍勒石禁，伤橄随该本司割，付行府转县遵照，勒石永禁。乃刻削伪说，复古志

之旧。《康熙志》。六十一年及雍正元年，邑曹姓重修湖闸，曹章有记。载《文

征》。新筝。乾隆间，近湖种藕，民人莫阿湖等遇十八堡大水，坚闭湖闸， {.卑

水不得人湖，禾苗被灾，邑人朱文绍等呈请邑令，伤保禁止，傅涝水销纳湖中，

侠田中水退，然后放泄湖水，永为定例。湖中有高阜处，近湖奸民私垦植禾。

乾隆五十三年，邑人倪士元等呈县禁阻，久而未决，仍行垦种。至嘉庆六年，

邑人朱文绍、倪端、曹夏统等呈控府县，严行禁止。又湖身空阔，内粮池元几，

湖中多生水草，农氓取以粪田，并可开泼湖底，永免淤塞。嘉庆五年，近湖

居民陈某等欲据湖利，借湖内藕池为由，聚众强拉里民取草需泥农船，各里

民朱文绍等呈控府县，蒙本府百查核明晰，谕令取草雷泥者，不得侵犯藕池，

其有藕池者，亦不得私自拉船，致启争端。《嘉庆志》。厥后，屡有奸民谋夺

湖荫，邑人倪端、倪琼前后控县及省府严惩之。光绪十年，涝水人湖，上下

湖居民因启闭大闸相争，呈控府县，署知县王承照奉宪札定断，照湖经，闸

板以七尺为度，以时启闭，其蒋家、大板二闸启闭时日见桥渡。新篡。互见《山

)11 ~。

梁湖 在县西四十里。《嘉庆志》作"三十余里。"灌田甚搏。旧志皆失载，

宋谦《陈克和墓志~:梁湖者，溉民田甚溥，右族利其腆，将埋以为田，民病膜，

君复泼之。{乾隆府志》。案:湖今废。

沙湖 在十都，距县西三十里。北倚兰穹山，南滨曹娥江。周六里。明

弘治间，侵于姚人估势者。嘉靖戊戌，县令郑芸复之，渐为潮沙所淤。万历

己亥，令胡思伸率民开泼，筑堤建闸，以时启闭，若旱则递决而注于运河，

与二十一都西溪湖同为运河所资。《万历志》。后为畜牧之场，当事者议开泼，

未果。《康熙志》。国朝雍正二年，里民王圣凡等呈请报升，湖身仅存一带。《嘉

庆志~ 0 {备稿》案:即今沙字号田。而无量闸旁及兰考山足有二潭，尚大旱

不捆云。新寨。余见沙湖塘。

①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底本作"稿疑形同而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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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湖 在县西南三十里。嘉泰《会稽志》。在十一都南姥山峻壁下，计

三亩五分。又名严家湖。《万历志~ 0 距县西南四十里许，其侧有小湖。《嘉

庆志》。

江淹湖 在十一都。即庙山湖。一山垂两乳，可数十丈，下为堤以障之。

计五亩，溉田数十亩。《万历志~ 0 

员湖 在县西南四十里。嘉泰《会稽志》。在十一二都之间，各分其半。

计八十亩，或云周一里。北抵横山，南抵尺鸡山，东抵长大山、小山，西抵田版。

《万历志》。

光严湖 在县西南四十二里。嘉泰《会稽志》。在十→都，计一百八亩。

西受峰山重涧之水，三面为堤以障之。溉田八百亩。《万历志》。案:嚎山， ~万

历志》作"肯~嘉庆志》作"蕾今从《备稿》。

高镜湖 在县西南四十里，周四十余亩。嘉泰《会稽志》。在十一都，计

四十亩，溉田四顷余。今名瓦窑湖。《万历志~ 0 在花坟山下。~康熙志》。

漳汀湖 漳，府志作"章"在县西南四十二里，周三百六十亩。嘉泰《会稽

志》。在十一都，县西南曹娥江西岸，漳汀山下，周二里，荫旁近之田。明

时为势家所占，甚妨种植。民屡诉当道，以僻远置不问。万历三十三年，令

徐待聘在治，民复诉，乃躬履其地而划复之。比部颜洪范有记。记曰:越娥江

而西以南，固虞壤也。有湖当漳汀山之麓，山水下注其洼而精以成湖，可三百余

亩，因山以名云。环湖而田者悉饮湖之润，且舍且获，以粒有秋，载在图志，所

从来久矣。以岁之久，其灌不无封合，故势家得规而为田。旁近之农稍值旱场，

辄苦灌溉，鸣诸当道者且数十余年。率以穷鄙小民之事，一切卉髦之。而湖又介

在僻远，弃若阻越夫。天之生人，开以自然之利，而停食其土毛，岂其态豪右者

扼人滋养之命脉而夺为己脱，以病此一方，必不然矣。会今甲辰秋七月，绍虹徐

公以材贤调吾虞，甫下车而憨俗之告艇，厘事之歌蠢，百废具举，四民膏悦，居

民加额而起，曰是吾天乎。非此时白吾冤状，则湖必折而尽入于势家，不几斥卤

其田而酒剑其民耶。因相率哀吁于公。公慨然曰:是不可以臆决也。乃身履其地，

度原隅，览肝亩，而曰:哇。微湖山水晶归?即废湖，田农昌灌?庸可埋而田也。

借埋而田也，吾能复之，而好|未尽埋也，乃势宦者欲埋而为田乎。且也湖废而田，

则势家利，湖而灌田，则吾民利，为民父母者将谁利而可乎。前是任事者之不尔，

直以未睹所利耳。不可以当吾世而病民。率为直之当道。题其议，下所司严最为

湖，永图者民。任潮十五等诣不佳范，请树石以记其事。盖闻鸿院之坏，兴歌黄鹤，

召垛之筑，致颂新城，水利之于民大矣。湖占于势，久不能决，而公不惮跋履之劳，

定于俄顷，诵其移文，固悬诸日月不列典也。虽~材乎，实子惠之心出之。人亦

有言，何知仁义?享其利者为有德。公之德，视湖而加泼，民之咏德，缘石以不朽。



所云睹河洛而思功，无大小一致也。不住藉执简之役，第序次其实耳，敢以阳儒

进哉。中又有小湖，漳汀水酒而小湖不泪，故名。{万历志》。

潜湖 在县西南四十二里，濒湖居民多潜姓，故名 O 嘉泰《会稽志》。在

十一都和尚山下，计二亩七分。《万历志》。

金家湖 在十二都，计三十亩，溉田一百余亩。又名水沧湖。《万历志》。

菱湖 在县西南四十五里。嘉泰《会稽志》。在十二都，许家岭下，长八十亩。

形如菱，故名。溉田百余亩。旧志:周五里，溉田六顷。水下江有新闸，石桥二架。

又一在八都。《万历志~ 0 <<明史·河渠志~:正统八年，易菱湖土坝为石闸。

《备稿~ 0 

和尚湖 在十二都，江家山下，计二十亩，溉田百亩。又名湖尚湖。《万

历志~ 0 

尚湖 在县西南三十里。嘉泰《会稽志》。近虹样山，周二里，溉田二百

顷。{万历志》。

姥山湖 在县西南四十五里，周四里。嘉泰《会稽志~ 0 在十二都，周

三十七亩，溉田十顷。{万历志》。

灵芝湖 在十二都，在东山下，溉国庆寺田一百八十亩。《万历志~ 0 

双湖 在县西南四十里，周四里。嘉泰《会稽志〉。在十二都。又名椿湖，

溉田八顷。{万历志~ 0 

伶付湖 在县西南五十里。嘉泰《会稽志》。在十二都。《万历志~ 0 

马家湖 在县西南五十里。嘉泰《会稽志》。在十二都，计三十七亩，溉

田十顷。{万历志》。

上湖 在县西南四十里。嘉泰《会稽志~ 0 上湖子《嘉庆志》改作"上子

湖误，又名王家湖，在十二都，计六十五亩，溉田十顷。受岭头之水，有闸，

兰面皆石山。{万历志~ 0 案{万历志·山川篇》云"周五十余亩与此不

相应。水不人江。《嘉庆志~ 0 

钟湖 在县西南五十里。周二百二十亩。→名钟家湖。嘉泰《会稽志》。

在十二都，即蔡山湖，溉近田。《万历志~ 0 

漏湖 在县南五十里。嘉泰《会稽志》。在十三都，东受余家山、白云山

诸望之水，计一千三百亩。旧志:周九里三十步。溉十三、十七都田共三千七百亩。

一面为堤以障之，堤广高三丈，长一里余。《万历志》。案:今堤广丈余，

基阔三丈，高一丈，长三十余丈。沿江→带苦水患，十一都至十七都，湖凡

三十六，惟满湖独润。古制于河头佛国溪涯筑土坝以障黑白龙潭、刻江万望

之水、涝水冲决，冬筑春崩，为患最烈，居民苦之。明万历四十一年，里老

谢尚淳等相度地势，进二十丈，山阪相对，下有深潭，外横石骨，遂改筑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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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水患，民屡有秋，稍得休息。崇祯元年七月，腮风海潮，尽坏下七都塘腾、

民居，此坝据上流，幸勿坏。七年八月，雨连五日夜，水溢坝溃无余，累岁修筑，

迄元成功。至十三年，有势豪据阜处占伺为田，列垣分段，约五百亩。十六

年夏，早禾黄熟，忽内水暴发，淹没三日，豪纠众数百，掘毁埂吁，决尽湖水，

沿湖士民合控，县令余隔令随责志亲勘，谕以理法，且劝且惩，豪感服，仍

划复为湖。国朝顺治十三、十四年，洪流下注，坝址俱潭，民皆窜丐，里人

谢东里具控，邑令高之惠劝谕田主每亩出粟五升，招率各徊督筑，基广三丈

六尺，直亘九丈五尺，高逾二尺，平阔二丈，内栽杨柳，外树苇获，增缮五载，

工方告竣。康熙己西，复增筑鲍番溜水石坝，高一尺二寸。次年庚戌水灾，

辛亥旱灾，八堡均乐有秋，咸呼为高逸坝云。《康熙志》。雍正十三年，唐含

可报垦湖田千余亩，邑人丁子功等控，制宪当委山邑令刘晏、邑令邹洪会勘，

勒石永禁，有二令碑记。《嘉庆志》。碑云: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二日，蒙本府

正堂叶宪，覆案布政使宪牌:本年九月十八日，总督浙闽部院郝批，上虞县人民

唐含可等呈报，上虞县十七都有滞湖，含可垦田千余亩，有丁子功等借水利为由

阻垦等因，奉批，仰布政使司委员确勘议详。又据丁子功以一垦万害等事呈，称

滞湖承荫十三、十七都熟田三千七百余亩，唐含可等只知利已，不顾病民，若满

湖一垦，必致三千七百余亩熟田尽为荒土等因，奉批，候详到日夺在案，奉此合行，

抄词伤委仰山阴县，立即前赴上虞县，会同该县将满湖地方淤地、唐含可垦田若

干，是否关系承荫，有害禾苗，立即议详，以凭转详院宪等因到县，卑职遵奉宪

委随即订期减从，扁舟亲诣滞湖等处，亲勘滞湖计一千三百余亩，湖坐上虞县之

西南，受余家、白云诸山之水，湖、南、虞、人等字号熟田三千七百余亩赖其灌溉，

查志书内载:崇祯十三年，有势豪据高阜处占但为田，十六年，沿湖士民合控，

邑令仍划为湖。今会勘湖内虽高阜一带似属可开，以致唐含可等具呈请垦，藉高

者新垦成田，低洼之水势必分以承荫，湖南已熟之田少水灌溉，必致反为酒废，

且如果可垦无害，从前已但为田，又何仍到为湖?前车之鉴，合可见矣。缘奉委

员事理，合将勘过情形绘图详报。兹奉宪查察转等因，本年九月二十日，奉布政

使宪票内开，本年九月十八日，奉总督衔专管巡抚部院程批，本司呈详，上邑浦、

员二湖高阜涨地，据山、上二县会勘，似可开垦藉高者，成田则湖水尽灌新田，

向日赖荫之熟田少水灌溉。查举行垦政，原为足民起见，今各湖淤地既据勘明，

一经开垦，必致熟田酒废而受害者多，自应禁垦，将淤地概行疏泼深通，以资灌

溉，并绘图形，详候批示，缘由奉批，上邑浦、员等湖既据委员会同确勘，有碍

水利，未便开垦，如详转伤，永远禁止。取具依结报，仍候督部院批示，图绘缴奉，

此合行伤知，仰府文到，遵照院批事理，令该县民人认垦满湖各处淤地，劝谕受

荫田亩各业户，上县通力合作泼深，勒石永远禁垦，取具依印结碑摹，以凭转呈



院宪等因，行府到县，奉此合行，转伤承荫田亩各业户，遵将滞湖阜地，上县通

力合作，疏泼深通，毋许豪势覆垦，致妨水利，奉宪勒石，永远禁止。须至碑者，

乾隆二年三月日立。新增。乾隆八年，徐益恭以竣湖为由谋垦，邑人王叔扬等

控，藩宪潘伤县禁止。二十一年，陈洪芳以育婴堂为由谋垦，邑人王化玉等控，

府宪兴委姚邑令李、县令柴会勘剖复。四十五年，胡学海等垦种，邑人夏廷

一等控，县令邓云龙剖复永禁。<嘉庆志} 0 旋以世远年潭，石碑模糊，复有

掘坝开垦之辈辈。同治七年，邑人夏春台等呈，令王嘉娃出示严禁。为出示严禁

事，据香民夏春台等呈称，十三都虞、人等号粮田三千七百余亩，全赖滞湖之水

灌溉承荫，因湖水下注故在鲍吞湖口，向筑溜水石坝蓄水灌溉。雍正十三年间，

因虞民希图开垦高阜涨地，致湖水尽灌新田。控奉各宪，伤委山、上两县勘明禁

垦，于乾隆二年间勒石永禁在案，今因世远年潭，石碑模糊，无知愚民仍有掘坝

开垦，妨害粮田，兹耕种在即，该坝水利攸关，为此在呈奉宪禁碑原底，联名公叩，

出示严禁等情前来，据此，除批示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该处民人等知悉，

尔等须知水以荫田，坝以蓄水，一经掘坝开垦，粮田乏水灌溉，湖水仍难留蓄。

自示之后，倘敢故违，许该拎民人等，指名禀县，以凭究惩云云。光绪三年，坝

复被掘，经夏春台等修复控县，县令唐照春谕令照常蓄溜，毋得更改。新篡。

椿湖 按椿"当作"椿旧志俱误。在十三都。周二里，流注漏湖，

溉田七顷。<万历志} 0 按:当云从满湖流注。即满湖之旁流。<嘉庆志} 0 

黄湾湖 在县西南四十里。嘉泰《会稽志》。在十四都，郑家湖边。长三

里，溉田十余顷。<万历志》。今废。新慕。

郎家湖 在十四都，成功崎右，两山之中。周一里，其源甚浅。《万历志》、

《嘉庆志》。

池湖 在县西南五十里。周七十余亩。嘉泰《会稽志} 0 在十四都。周二

里，溉田六顷。《万历志》。

四角湖 在县西南五十里。嘉泰《会稽志》。在十四都。一名竹衙湖，长

五里，溉田三十顷。《万历志} 0 

法华湖 在十四都。一名江家湖，一名清湖，在浮来庙前。又名庙湖。《万

历志》。

人宇湖 在十四都，落场埠侧。形如人字，故名。新增。案<万历志》

谓"法华湖形如人字今查法华、人字截然两湖，不当混合为一。

双基湖 在县西南五十里。嘉泰《会稽志》。在十四都。两山对峙，中有

小肢，三岸皆石山峻坡。或云山形如旗，当称双旗。《万历志} 0 周一里，溉

田十顷。<嘉庆志》。

前灶后灶湖 在十四都。一山而前后两湖，故名。郭志云:即双旗，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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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里，溉田二十顷。《万历志》。前湖周一里，溉田十顷。后湖周二里，溉

田二十顷。{备稿》。

郑家湖 在十四都。环→亩，地势高仰，无水灌田。又一在十八都。《万

历志》。

赤~湖 在县西南五十里。嘉泰《会稽志》。在十四都。一云勃舰，南至

冯处湖，西至桥，北至路，长二里，止灌近田。《万历志~ 0 

断江湖 沿山为渠，长可二里，广十丈，以荫两岸之田，北出龙潭山。《万

历志~ 0 

沐慧湖 在十五都。昔有人沐此而恕，故名。后倚金家山，上受龚番山之水，

环八十余亩。界为主区。无出口 O 内有纳粮塘计二十亩八分。有小山二，名独山、

庙山。湖外龙山坝一带，坝外即曹娥江。《万历志》。

前厉湖 在十六都。计六亩九分六董八毫，溉田三顷。明隆庆二年，沙

塞二亩。中有木桥，有五圣庙。《万历志》。案:嘉泰《会稽志》有萌厉湖，

云在县南四十里。万历以来，诸志均无之，疑前厉即萌厉，传写之伪。新篡。

蚌湖 在县南四十里。嘉泰《会稽志~ 0 在十六都。形长而弯，计四亩一

分九厘，溉田二顷。《万历志》。

分家湖 在十六都。即太平湖，在太平山下。受泉水，其形似河。计

一十二亩。{万历志~ 0 在圆山下。{嘉庆志》。

铜山湖 在十七都，铜山下。湖内阔而外山拱峙，计六十亩，溉田六百余亩。

《万历志~ 0 {备稿》云， {嘉庆志》作铜湖，从《万历志》也，后又载铜山湖，

从府志也。重出，今改正之。互见《山川》。

山庄湖 在十七都季番，计三亩五分，溉田八十亩。《万历志》。

主山湖 在县南四十里。嘉泰《会稽志》。在十七都，广一百余亩。旧志:

周二里。东西皆田，南北倚山，塘堤种怕。溉田一千三百余亩。{万历志~ 0 

周家湖 在县南四十里。嘉泰《会稽志~ 0 在十八都。计三亩。旧志云:

周一里，溉田四顷。《万历志》。

李家湖 在县南四十里。嘉泰《会稽志》。在十八都。旧志云:周一里，

溉田四顷。《万历志》。

西溪湖 在二十一都，距县西南三里。周七里，概田二千余亩。宋戴令

延兴为堤七里以障之，又名七里湖。庆历中，将湖利归学，为养士之费。绍

兴初，割三分之一给功臣李显忠为牧马地，显忠挟功兼并，仅以绢钱七百归学。

追宋末，民私其田，辄献之福王邸，旋籍人太后宫，供输租税。人元，豪民

肆侵湖，尽为平陆。至正间，林尹希元谓此湖当复，条议不可，废者五。议曰:

昔苏文忠公言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其不可废者五。愚谓上虞之有西溪湖，



如人之有脏腑O 三十六溪导其源，东西二泾承其委。人无脏脯，何由以生。其不

可废者亦有五。窃观西南溪涧之水，盘旋交曲，注入于湖，达于运河。溉上官、

孝义、娥眉三乡之田，包纳湖面三千七百亩有奇。荫田供税全赖湖水畜积，若雨

不时降，则民拱手以视禾稼之焦枯耳。此湖之不可废者一也。虞邑南踞群山，北

面大海，东倾姚江，西抵曹娥，地势高仰，河渠东流，其水易泪 O 若以湖为田，

遇旱则沟港断流，农民坐以待毙，是官常亏赋，民常告饥，公私悉系于是。此湖

之不可废者二也。虞之四垂，其在西南地势高，东北地势下，为诸大川之所会。

华渡、孟宅诸贩，其地甚洼。方春积雨连朝，则浩森泛涨，奔溃莫御。平原之野

必致冲激荡决之患，且有啃堤崩岸之虞。及天一雾，则水之既去者不可复留，而

病酒矣。惟为堤以防其渗漏，置闸以时其启闭 O 旱则决水以灌田，涝则导水以入

江。庶积水汪洋，永藉沾渥之休。禾泰登场，咸乐平康之福。此湖之不可废者三也。

西南一境多大山深谷，砂癖土砚，盖藉湖内攘淤泥、划草芽，以为种植之本。若

以湖为田，农夫必无所取，吠亩何从得饶。所谓需而田畴，淤而泥涂，翠浪千里，

玉粒如峙，炊模酿袜，既甘且旨者，无复可望。此湖之不可废者四也。傍湖萎人

家，无粒食之储，惟赖入湖采取鱼虾、贸易钱米以资口食。若以湖为田，鱼虾既

不蕃息，穷民无可采取，是犹扼喉吭而夺之食，生意微矣。此湖之不可废者五也。

治平(当作淳熙)中，徽国朱文公与观文殿学士孙邦仁、宣教郎主官建昌军孙应

时友，游始宁尝过访焉，见西溪湖山水之胜，遂寓其家，注书考证讲学于西溪湖

上。后提举浙东，因而泼洽，虞人德之。追元豪民嗜利，尽以为田，大失水利。

至正圣辰，希元出史馆来尹兹邑，见夫湖左瘁而右仰，药革之所潭，污淳之所淤，

秋冬之交，则为当牧之场、支便之逞。时摄郡判李推官钱会总浙闽都元帅，提兵

平饶信盗，驻庆元道出于虞 O 父老遮拜道左，具述其事!回切，即日成文书，希元

亲往白亟相府，可其议。然又不敢轻妄也。博访通邑士夫先达眷老， i在谏林整宿

儒闰人，按图合说，倚山接水，率循汉唐旧迹。西自古源院，亘眠牛山后而止焉，

则南吞瑞象诸水，可西入湖矣。南自古源院对前村，由横河港泥桥而止焉，则东

西二溪、象田诸水，可南入湖矣。东自泥桥沿至半湖祠、荒塔港、东山头而止焉，

则水可泄东西泾而通运河矣 O 北自东山头沿至诸家芳、曾瓦底山、虞家沟而止焉，

则水可泄华渡口而通孟闸矣。或以为湖不必尽复，惟择洼者因势以泼之，则水可

以畜而湖之名不废，税易足供而民力可省。殊不知湖之复所以壮一方之胜，岂琐

琐于涓滴之间而已耶。夫土地者，天子所有而农者奉耕，出其什一之税以供上。

湖复则田废，田废则无其税可也。分田定赋，额有正办。虞壤褐小，有未经插量，

民得开垦私相占植者。有诡名寄户、飞隐走贴，虚增涨并之弊者。有埋塞荒废、

低洼溺患，改筑为围者。凡此皆法不容纵，可以抵易补还。则征科有据，常赋不亏，

而民无失业之怨。夫大禹平治水土，而吠淦沟温咸尽力其在。成周稻人掌稼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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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滞防遂列，悉定制焉。然则今西溪湖之复，希元非敢利斯民之德而为之也，不

忍斯民之困于焦釜云尔。且有赋以纪其风物。赋不录。明仍元旧，升田输税者

久之。嘉靖二十三年，知县陈大宾力图恢复，甫经始，被征而寝。万历十六

年，知县朱维藩毅然以复湖为己任，邑人京兆尹陈绪有复湖议。议曰:上虞建

邑自秦汉，其自百官而迁治今所，则始于晋泰康中。顾其地势高仰，河流倾侧，

霆雨暴涨则直泻姚江，一经亢场则三农束手。议者恒苦于水之不足，而不知一邑

之水自足以供一邑之用，所以处置水利者有未悉耳。邑之西南古有西溪一湖，合

三十六溪而为滞，其源不为不长。亘七里为塘，其区不为不巨。灌四都三乡而为用，

其承荫不为不广。且山川所聚即风气所凝，风气所凝即人材所毓，即使雨场时若，

旱酒无忧。而西南水土长生之地 汪洋浩荡，汇为巨浸，亦可以储精气之美而资

人文之盛。此与杭之西湖、越之鉴湖均为一方胜概，而系与民生则尤要者也。故

有是邑即有是湖。古人建制非无深意，而宋之末偷安重臣驻牧，元政不纲，雇臣

逐利，以致纷纷倒占，而此湖遂废为田。自此湖废，而诸溪之水无所归，泛滥而

横滥矣。自溪水无所归，而运河之源潭，河流易竭矣。自河流竭，而农苦于灌溉，

旅困于舟棒，嗷嗷载道途矣。水浅而土痹，风散而气漓，而人材之钟美者亦因以

寡矣。家鲜盖藏，仕乏卿相。东视姚江，西视山会，乃我独处其陋，非人则然，

地形实使之也。元长林先生希元来令吾邑，慨然兴思，谓此湖决不可废。于是咏

湖有赋，复湖有议。赋以赋此湖之风物，议以议此湖之利病 O 虽一时未克举行，

实万世之长策有在于是。且冀后世复有长林，则此议不为空言耳。我国家隆①兴，

悉取天下之田而籍之。而时当草昧，无能为之建白，使此湖一仍元旧升税为田，

而莫可谁何。至嘉靖二十三年，江陵陈侯大宾在虞，询咨民瘦，因知其故。方图

规复而以行取不果。然当时父老之所讲求，十巳备其四五。后升总宪复恢前议，

移文董成，而以乔迁未竟。然当时父老之所规画，十已备其六七。要其所以将称

而未克有成，非多议论少成功，亦机会之不逢耳。盖邑中田有定额，赋有定数，

而复田为湖，则田不容不为之抵补，不容不为之处分。见今履亩丈量清厘凤弊，

凡势豪之所侵占，奸膏之所飞洒，咸登册籍。故以今日之所赋，而较诸前日之旧

额，所溢之数，美啻千数。今即弗夺其田，听其纳价而升税，或以荒闲湖田从便

抵补，无不可者。向时湖田之价极贵者，不过三两。而此湖之成旱涝无虞，则为

膏腆上田，岁有常收，价当倍值，即酌直加派，人情亦无不乐予者。此湖地形如

釜，淫雨弥旬，溪流群洼，而低洼之田漫焉，淹芜十无一收，徒赔粮税。以其所

纳之价抵此湖田之直， f1~人情直无不乐取者。夫为可为于可为之时，与为不可为

于不可为之时，此其事相半而功相倍也。苏子有言:古之所谓从众者，非从众多

①本志木刻底本为"龙"疑是音之误，改"隆"



之口，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乃真从众也。即此复湖之举，非无众口不齐，然成

天下之事，在权利害之实。利苟可兴而或不胜其害，则无如兴。害苟可除而或不

胜其利，则无如除，二者较若观火。若千万世之利或以一旦畏难而遗止，则千万

世之业蟆矣。亿兆人之利或以一人私意而摇夺，则亿兆人之望孤矣。夫可与乐成，

难与虑始，凡民之情，大抵皆然。而不有一劳则无永逸，此立功之士所以抚机而

投会也。白乐天泼西湖而其名与西湖并流，孔愉筑鉴湖而其名与鉴湖并著。有能

继二公之后，立二公之绩，则此名与此湖岂不永永无极也哉。朱以成田甚久，恐

有梗议者，不得已而以丈出上妃、白马、夏盖湖诸逸田及十二都隐地补之，

以塞众口，筑堤建闸，修泼诸港，而湖始复，然识者犹以不得还其故址为憾云。

详具朱自记及姚江大学士吕本记、山阴徐渭记。朱记曰:方今属内守土吏畴，

不以奉扬德意周咨民隐为亟，然每至于兴革之大者，辄相与阁手而不敢取置一屠。

何以故?诚重之也。万历圣午，余受命宰上虞，适岁事入现。要未春旋，但夏弗雨，

民以旱告。则合境内荐绅及于士庶，遍祷于山川群祀，得雨弗洽。则为之环视而

叹曰:邑故有西溪湖储众山之水，为负郭三乡利，乃今潭塞，不可复兴。遂稽往

牒，得湖之兴废颠末。于是率吏士、眷老往寻湖源，周回四顾。又得前令见吾陈

先生昔所规画，于是上其事于郡及抚按，藩桌监台诸公咸报可，乃决策步自湖山

之麓，为湖东界。折而北至郑家堡，为湖北界。由北而西至龙舌嘴、前村、高阜，

为湖西北界。由西而南至长港壤，为湖南界。直长九百二十七弓，广损二分之一，

周回共计一千七百五十二丈，内复湖之田总计一千六百二十六亩。第田故有赋，

缺孰与补?田故有值，夺孰与偿?因检诸额册，得丈出夏盖、上妃、白马三湖诸

逸田五百余亩，及十二都隐地九百余亩。既补且偿，原额仅足。遂卡日谏众祭告

而举事。先筑塘，每里递计一丈二尺，高广有则，界限有址。又相度其地之远近，

以为难易。难者先倡，易者从焉。给谷以资饷，不旬月功乃竟。凡塞诸水口七道

为之港，以通水源。则西接南吞诸溪，南引东西两溪，竖坊以为表，按成议也。

为之闸以防畜泄。在北为郑家闸，在南为龙舌闸，责里递以为守，伴勿坏也。建

官厅一所，以备驻节，扁曰"复古志厥初也。喔夫，天下事建议非难，主之难。

任事非难，成之难。是役也，上得当津者主之弗摇，下幸斯民之相与，信而赞其

成也，岂一手一足之烈哉。嗣予吏兹土者，能次第修举，尽复古昔之盛，余有待也。

或曰虞邑山赢水讪，堪舆家盖讳言之。今湖复，而西南境上，汪洋澄彻，可以回

风气，培地脉，昌文运，将从此始日者。倘微惠而符焉，无委口于余一人，则厚

幸矣。吕记曰:粤稽《舆地志} ，上虞邑治西南三里，有西溪湖。中通九十九港，

昔令戴延兴筑堤七里捍水，又名七里湖，溉田二百余顷。宋庆历中，湖之利归于

学，备养士之资。绍兴初，割三之一给功臣李显忠牧马，显忠挟勋并据，仅以缉

钱七百归学。宋末民私其田以为己业者，辄献之福邸内附，后籍入太后宫，供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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