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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鄞县水利志编纂同志惠寄水利志稿一部，内容共八篇j篇若干章，共三十九章。举凡

天时、地理、人事无不具载。水利之规划、设计、施工、管理无不悉备。于志之首重存史一义

发挥无余，可谓得其寂要。存史既详尽则资治、教化皆见诸实事而不徒托空言。徒托空言，-

词费而效微。存史实则必前有所承，志虽记当代事而史贵连续如本志之上溯晋唐，追源探

始不忘其祖也。存史实亦必后有所启，继往而不开来，不得谓之史。启发将来见于志之资

治及教化。述当代之长短得失，善恶贤不肖，使后来者扬长避短，得益多、失益少所谓资治

也；使人见贤思齐，见不肖而自警所谓兴教化也。故日志有三作用，存史其首要。

就鄞县水利志言，由于地处沿海，有江河，有溪涧，多湖泊，多闸坝、碘砩；海塘以防

潮，堰闸以御成蓄淡等，自成独特格局与内地水利设施显多不同。尝谓浙东与闽粤沿海水

利有大同处。因其大同，虽一地一县之经验实可推广于三数省份，非只嘉惠于本邑本地。

此志中之资治可因事自见也。

以教化言，水之为利于人者非一端。自然环境中水最能陶冶人性情，如川水长流使人

兴自强不息之叹，波澜壮阔足以开拓人之心胸，观沧海而兴乘长风破万里浪之感，水清幽

而人多秀，水无不润而人多智等，化育无形而影响深远，此一义也。及水利之功施，人德其

惠，长思报于无穷，如王元哺之于它山堰，人尊而祀之，尊前贤所以励后人。饮水思源思创

始之不易，工程罗布驯水于掌股思群力之伟大，闻先烈之苦身劳形起欣慕愿效之衷怀，此

皆水利之教深人人心之另一义也。

古今之志大别为省志、为市县志可称为一地区之总志；一地区各类政事各有专志如

水利志、交通志等等不下数十、百种，可称为专志。按门类系统一县之专志上属于一市之

专志，一市者上属于一省，各省专志汇而为全国之专志。上下连属可称为统志。如水利志

之统属于江河流域志亦统志也。块块分包系总志与专志，条条一贯系统志与专志。古之水

利专志如南宋《四明它山水利备览》，清代之《甬上水利志》等。总志则全国各省、府、县，古

无不有之，为我国特有之文献。古之统志如=十五史中之河渠志既分记江河或各省水利

又统为某一代全国水利志，系最显著例证。

时移世易，古代志体不能全用于今志，亦不能全舍古体而有所谓今志。今志古志有共

性，有特性。不探讨古今志之同异，有自矜新异，实不免拾他人牙慧者。专志与总志亦有共

性、特性。不论专志总志之异同，混同一色，不能无舛差赘漏。论同异需兼及关系。不论总

志与专志关系，往往不易合多数专志为一有机之总志。不论统志与专志关系，不能不杂然

并陈，或事倍功半，或乖互矛盾，专而无属，统不能统。往往江河志成，于某re'l-程，某一事

业，某一区域水利开发等等之系统关系不甚明晰，缺乏指导性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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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为百花齐放，各以创新为主，无妨各自为政。然全国修志，投人人力数十、百万，

历时且十年，成书稿以数千计，工作已深人。由实践而归纳探讨、提炼上升为理论，亦今日．

当务之急，必然之势。尝试绎总志存史、资治、教化三作用，如何适用于专志而概括无遗?

有无因特点而增减?以水利专志言，是否对总志、统志应力求成为一个系统，为其中之有

机部份?体例、内容可供总志、统志之归纳采择。专志之此等作用，可以称为“备志”。水利

为一门重要科学技术，各地区、各时代因自然条件及历史背景之不同而各有特点。水利专

志各记其特点，汇实践而归纳为理论，即可丰富其科学内容。如本志中：海塘工程固海塘

工程学一部份，特点不可不突出；沿海江河溪涧以闸堰御潮、蓄潮，综合各地实践可成为

沿海水利学；其他如东钱湖之兴衰为湖泊水利学重要内容；它山堰为堰坝之先河等等，皆

可称为“成学”。故水利专志之作用，可以概括为五项：存史、资治、教化、备志、成学。

推而广之，似又不限于五。由工程而及水利事业与当代政治经济及社会形态关系，亦

皆为治社会科学者所不废。此则总志、统志均有之，可尽人存史一项中，亦水利专志所注

意。以鄞志之详且备，凡此种种，事具而意自见，不待赘言。

本志之成，盖历时十余年，撰文百万言，剪裁加工而后定。以“征求意见”标题，实自谦

也。本年初夏，游甬上，蒙缪复元主编等同志，殷殷招待，盛情可感。嘱撰拙序于前。某不

文且未深人学习，不能略致芹献。泛泛致意，中心愧恧．所幸若有不足，诸同志当已更上一

层楼，使尽善尽美矣。

姚汉源①

1990年8月于北京

①姚汉源：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吏研究室教授，原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会长现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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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

鄞县的开拓史，同时也是一部水利史。人得水而生息，地得水而拓展，经济籁之以发

展，城镇赖之以繁荣。故自古言鄞县必言水利；言县政必言水利；考绩首官也必考水利。可

见水利之于鄞县，犹血脉之于生存。
。

鄞县背四明之广陆，I瞄东海之浩渺，地势内高外卑。开拓以来，缘山辟湖，分水立堰，

乃有东钱、它山之首创；历五代而继宋元明清，酿成传统绵延当代。于是锁峡筑坝，堵江兴

闸，遂有皎口、嵩江之伟举。。古今映照，业绩蔚然；今古垒迭，成就辉煌。而今塘库星罗，埃

闸林立，海堤蜿蜒，河渠交织，充分发挥了水利的灌溉、防洪、发电、供水、航运、养殖等综

合性功能。水利兴而河山改观，黎民得益；工程成而收效当代，遗福后人。建设者的禹功伟

绩可歌可泣，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移山填海的壮举，当大书特书。·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鄞县自《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以来虽有大量水利专著、典

藉、志文，然其既不足以囊括当代水利之特点，又缺欠当代科学思维与表述之精密，因此

编纂新的水利志书，乃当今之务必。《鄞县水利志》在县水利局领导的重视下，汇编纂人员

数度寒暑的艰辛与心力，终于集腋成裘。其书以翔实的史料，明晰的表述，科学的结构，生

动的编排，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时代性、专业性和地域性特色，其篇帙之巨，搜

罗之广，记述之详，化工之大，堪称鄞县水利第一书。

我曾一度在鄞县主持县政，多次与群众风餐露宿于水利工地，亲历了许多工程的壮

阔场面，其人其事皆比比在目，所举所动常耿耿于怀。如今，那些奋力奋智、舍身舍命的同

志们因此书可得以不朽；那些治水兴利的宝贵经验因此书可得以流传；那些群策群力的

正确决断，那些竭思殚虑的精密计算数据皆因此书可得以保存，以鉴后人。纂此书，当称

高瞻远瞩之举矣。今天，工业农业的现代化都与水资源开发利用休戚相关；宁波正待建设

成华东重要工业城市和外贸口岸，又与鄞县的水利密不可分。鄞县水利事业实系任重道

远。因此，决策者有此书一册在案，于鄞县水利如掌上观纹；建设者有此书一册在手，于科

学治水用水能直取要旨；阅此书可启愚钝，激奋发，长专识，广视野，可谓燕瘦环肥各取所
一

需，姹紫嫣红成得其所。 ；

五十万言非容易，我知辛劳我知甜。在此书落成之际，我谨以一个普通建设者的身

份，向编纂者表示深深的谢意。 ～

李宗耀①

1990年3月

①李宗耀：曾任鄞县人民委员会县长、宁波市水利局长，现为宁波市水利局正局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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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鄞县水利可溯历史当谓悠久。史籍可考者，晋代五乡平原已有“遏长川以为陂”的简

单蓄水工程和农田小水闸，南朝时句章已有较大的陂塘工程，据其时地理特征分析，当在

今县境之内。唐浚东钱、罂膳0小江三湖，筑它山堰，均由县首官亲躬组织，此四工程实系

鄞县作为江南水稻的一个主要产地的首次奠基。其后历五代及宋、元、明、清，县首官与地

方士绅通力，构筑了大量的配套工程。至民国，县籍热心人士又奔走劝募，以从事水利设

施的修浚。历代对水利的重视，既是人们对水利作为农业命脉这一道理的深刻认识，又是

鄞县特定的地理结构所提出的客观要求。

光绪《鄞县志·水利》说：“鄞，泽国也。潮江贯其中，分东西两戒，潮水咸，不利，灌溉

必取资于山泉，地势中高外卑，一泻立罄。故鄞之言水利者，堤防之力居多。⋯⋯蓄淡御

成，惟塘是赖。”这一论述扼要地指出了建国前数千年鄞县水利的根本特点和立足点。建

国后，随着农业生产中耕作制度的改革和工业用水的增加，对水资源的需求日见迫切，平

原河网蓄水已不胜负荷，为此，人民政府确立了“治主流，治上游”，和“蓄泄并施，以蓄为

主”的方针，兴建了大量的以水库为主体的高位蓄水工程。蓄水和防洪防涝能力数倍乃至

数十倍于旧时，然其工程量之大，耗资之巨，动员人力之多，也是旷古所未有的。这样众多

和巨大的工程之所以能得以实施，既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所必然提出的要求，同时水

利工程科学的发展和集体生产这种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实行，也为水利事业在精神和物质

两方面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我有幸在较长的时间里参加了鄞县的这一伟大事业，并一度主持过这方面的工作，

亲历了许多重大工程，深为建设者们在改造河山中的传大气魄和艰苦劳作所感动，尤其

不能忘怀那些为工程而付出了宝贵生命的同志们，因此一直耿耿于内衷，希望有志籍记

载他们的丰功伟绩，使之永垂不朽。近年来，县水利局组织力量编纂了这部水利志，确实

做了一件大好事。它使我们有颜面对故人和来者，并把这一代人对鄞县水利事业的科学

认识和高度热情留赠于未来，以作后人鉴。我特别感谢为这部志书的成稿而付出艰辛和

清苦的缪复元、朱承良、陈士俊三同志。数度寒暑岂寻常，事非亲历不知难。

志书是史书，又是科学的工具书。谓其史书，是因为它把数千年来的建设者的精神传

赠于后人，字里行间，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神话说，仓颉造字时闻鬼夜哭，可见先人

为得文字以传其精神而感动，其人其事始得不朽；谓其工具书，是因为志书以科学的编

排、分质定量的统计和实事求是的记载，使后来者或如偃鼠饮河或如夸父趋泽而各得其

所。前人的成败可供后人以借鉴，前人的壮烈可启后人之顽懦，前人的热情可为后人之深

省，存史、资治、教化，三者俱矣。以此来看《鄞县水利志》，当谓是一部好志，是一部详尽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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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富、有血有肉的地方水利教科书。

近年来，我赋闲而享余年，仍记挂水利事业。这次应邀作序，深感义当不辞，虽久疏文

墨，亦据愚陋而命笔，言难尽意，略表管见。

①梁万起：原鄞县水利局局长，曾任鄞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梁万起①

199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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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

鄞县地处浙东沿海，东野西畴区域广阔。四明山余脉耸于县西，鄞、奉两江贯于境中，

且姚江、甬江旁境而过，集雨面积既大，客水过境亦多。境内河网密布，但历史上滞蓄排泄

能力不足，故洪涝旱灾连续不断。特别是东部大嵩滨海地区，遭受自然灾害尤为严重。

鄞县治水历史悠久，早在唐朝，县令陆南金就开拓东钱湖；县令王元畔又兴建了它山

堰。历代的地方官有许多都是因为关心鄞县水利事业，为县民所称颂，治水成为地方官的

主要政绩之一。上述东钱湖和它山堰，虽经受了漫长的时间考验，但经历代治水者疏浚或

修筑，至今犹在。它们是古代贤明地方官的智慧和劳动人民改造大自然奋斗精神的结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水利事业非常重视。建国四十年来，全县人民在县

委、县府的领导下，投人了轰轰烈烈的治水运动。不但四次整治了东钱湖，疏浚了它山堰

的上下游，使古老的水利工程焕发青春；而且还新建了皎口、横溪、三溪浦等大中型水库，

以及大嵩江大闸、大西坝翻水站、鄞江排洪闸等一批排灌骨干工程。至于小型的山塘水

库、碘闸堰坝、河堤江塘，则遍于县内每个角落，为数则以千计。人民群众的治水热情和与

大自然斗争精神，堪敬堪佩，可歌可泣!目前，县内基本上已形成了上蓄、中引、下泄的较

为完善的水利排灌系统。农田抗旱能力已从解放初的20余天上升到58天，近40万亩的

易旱田和36万亩的易涝田得到了改造，31万亩农田旱涝能确保丰收，水利面貌的改观，

使我县成为省内重点产粮县之一，也为全县工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宁波是沿海开放城市，工业、交通等各业发展迅速，但一切都离不开水。鄞县每年为

宁波市区供水1．4亿立方米以上，今后仍呈上升的趋势。现代水利的功能已远远超出日

常生活和农业灌溉的范围，鄞县的水利建设成功与否，又直接影响到宁波的开发。

我主持鄞县水利局工作已有4年，亲感治水之艰辛，敬佩前人业绩之丰伟，幸逢修

志，欢欣不已。《鄞县水利志》本着详今略古、注重应用的原则，记述了各个历史阶段水利

建设成就，并对历史上治水的经验教训作了研究分析。它对于探索治水规律、利用和保护

水资源、防治水害，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并把对鄞县水利事业作出贡献的人物立传，起

到了存史、资政和教育作用。

《鄞县水利志》的编写是第一次尝试，编写者在没有现成模式和经验，资料不全，时间

仓促，人手不足的困难条件下，严谨从事，日夜擎笔，终于完成这样一部近五十万言的臣

著，确实难能可贵。我在些谨向本志的编纂人员致以敬意。

仇汉江①

1990年3月

①仇汉江：鄞县水利局局长、党委书记

·6’

，l羞辱爱鬈焉“醚，?缝lI●l，●，n譬Il“u



凡 例

一、本志取事上起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总述中建置沿革及个别事件

为弄清原委追溯到发端。基本断限至1988年，《水资源》篇至1981年。断限以

后出现的重大事件酌情追补。．

二、本志由述、志、记、图、表组成，并随志存文、随志附采访记录等。按横排

纵写原则，以类系事，以事设篇，篇下立章，以章领节，节下设目，目分子目，至

多五个层次。全书分八篇、三十九章。由总述从纵横二个方面统领全志，大事

记贯串脉络。除地理环境篇外，篇首设综述，章前列概述，节有小序(述、序不点

题)。 ．

三、资料来源以鄞县水利局资料室、鄞县档案馆馆藏资料为主，凡采集外’

地资料(包括口碑资料)均立资料卡备查。为节省篇幅，除必要者外，一般不注

明出处。

四、记述事件发生时间，凡1949年以前，采用朝(时)代纪年，并括注公元

纪年。1949年以后用公元纪年。 、

五、志中各个时期涉及的行政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名称，均系记事当年

名称，必要处加注今名。 、

‘六、条目内容涉及其它条目，或需要由其它条目补充时，以“参见”、“详见"

字样标明。

为使篇章结构完整和查阅方便，条目所列之事尽量记述完整，因此部分事

件难免重复，然在内容上各有侧重。
+

。

七、本志取事的鄞县范围，为取事年县境范围，建国前包括宁波市区。江河

水系上溯、下延及灌区范围不受行政界限制约，记述时，采用“越境而书”。

八、篇章中首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用全称，其后均“建国"简

称。

志中“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委员会，除首次出现使用全称外，以后简称

“党”、“党委’’、“党支部”、“县委"、“区委"、“乡(镇)党委”等。各级人民政府简称

“政府"、“县府"、“县人委"、“县革委会"、“专署”、“行署"等。人民公社简称“公+

社”。

九、根据“生不立传”原则，涉及到人物时，对有贡献的已故知名人士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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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其余人物采用“以事系人”或附录(表)。

十、本志对公元纪年、朝代年号、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称、表达性

语言、百分比等数字运用，除引用文字外，遵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

年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本志地面高程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统”。水库、湖泊及江河水位有黄

海、吴淞、假定三种高程，在有关章节中注明，社会及经济统计数字取自鄞县统

计局提供的数字。

全志除引用文字外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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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三江映El

下图：四明山心

中目：皎口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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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左：皎E／"水库之夜

上图：象山港一角

下图：东钱湖一角

三溪浦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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