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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1984～1991)

林一山

黄友若

文伏波 丁福五 杨贤溢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福五 王述奎 王成成 毛光启文伏波 戎秀荷

成绶台 刘大明 刘崇蓉 杨贤溢 李云鹏 李天佑

严祥林 沈保经 张纪淦 张 真 林一山 苗金堂

季昌化 胡廷洪 洪庆余 唐继善 涂建堂 席 三

黄友若 黄宣伟 黄振亚 黄添元 董士镛 韩承荣

戴玉凯

(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士嘉 刘建康 李镇南

夏湘蓉 陶述曾 曹乐安

沈玉昌 张瑞瑾 施成熙

谭其骧

1985年增补石铭鼎、方正、严子善为编委；杨渭汶、岳荣

寿、程国梁为顾问o

1987年调整编委会领导，文伏波任主任，季昌化任第一副

主任；增补陈雪英、崔志豪为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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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志》编纂委员会

第二届(1991～1995)

张修真

王家柱毛光启 毛振培 方 正

成绶台 刘大明 刘崇蓉 李云鹏

严祥林 沈保经 陈雪英 张纪淦

范中贵 胡廷洪 洪庆余唐继善

黄宣伟 黄振亚 黄添元 崔志豪

戴玉凯

李镇南 沈玉昌 张瑞瑾 岳荣寿

程国梁谭其骧

、胡汉林为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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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志》编纂委员会

第三届(1995～1999)

林一山 黄友若魏廷垮

文伏波

丁福五 杨贤溢 张修真 洪庆余 张继良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汉华

史立人

刘崇蓉

余国成

张国昌

袁达夫

崔志豪

戴玉凯

王述奎

包承纲

江万宁

陈科信

罗谅述

涂善超

彭 谦

毛振培

成绶台

杨甫生

陈雪英

季学武

高治齐

韩承荣

方 正

刘一是

李日旭

陈 鉴

周幼明

薜 三

廖方炳

邓勤琛

刘大明

李枝寿

陈德基

姜有道

黄付华

颜成第

石铭鼎

刘 宁

严于善

张后铨

袁弘任

黄宣伟

檀华芬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成成 刘建康 杨渭汶 李镇南 沈玉昌 张瑞瑾

岳荣寿 夏湘蓉 唐日长 程国梁

1996年增补张荣国、陈炳金、王生福为编委。





《长江志》编纂委员会

第五届(2001一

林一山

蔡其华

周保志

敬正书 黄友若 魏廷垮 文伏波 黎安田

熊 铁(常务) 徐安雄 洪庆余 张继良

营幼峰毛振培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汉华 王新成 王德厚

史光前

祁茂文

肖长伟

陈肃利

张硕辅

贺 平

韩承荣

廖仁强

毕苏谊

李建军

何观德

陈炳金

周少林

夏才清

彭根鹏

谭策吾

朱发恒

李树坚

余国成

陈雪英

岳中明

翁立达

谢承或

颜成第

孔祥千

刘 宁

李常发

宋志宏

陈 渝

胡俊生

郭 玉

程卫民

薛砺生

石观海

刘振胜

杨甫生

陈 飞

张后铨

赵锦琼

曹文宣

傅新平

魏山忠

史立人

江万宁

杨朝晖

陈美发

张荣国

钮新强

蒋传丰

廖太玉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福五 刘一是 刘建康 杨贤溢 张修真 岳荣寿

唐日长 程国梁 潘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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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长江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古

代文明。早在远古时期，长江流域就有了舟楫灌溉之利。经历代开发治理，

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不仅形成了成都平原、南阳盆地、两湖

地区和长江三角洲等重要的农业经济区，而且为今人留下了历久不衰的都

江堰、沟通湘桂的灵渠、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横亘东西的长江干堤、抵御潮灾

的江浙海塘、星罗棋布的圩堤塘堰等众多的水利瑰宝。但由于自然条件的

时空差异与江河变迁，以及人口迅速增长而对水土资源的不断开发，长江流

域逐渐加剧的水旱灾害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从古代宋元时期太湖地

区“围湖造田"与“废田还湖”的争论，到近代江汉洞庭湖区治理的种种主张，

前人治理江河的丰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借鉴。但在古

代、近代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根治长江的水患，更不能全面开发和综合利

用长江流域丰富的水土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江的治理与流域的开发揭开了崭新的一页o

1950年，我受命组建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总结治江的历史经验和近代各种

治江主张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以整理沿江湖泊，汉江拦洪以及荆江分洪为

主"的治江计划；1951年又进一步提出根治长江的防洪三阶段战略计划；

1953年成立长江汉江流域轮廓规划委员会；1958年提出《汉江流域规划报

告节要》，确定丹江口水利枢纽是汉江规划和南水北调的关键工程。按照中

共中央关于“必须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采取治标治本结合、防洪排涝并重

的方针，继续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的指示，我们从1955年至1958年全面

开展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的编制工作；1956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改名

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属国务院建制)o 1959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

广

、一l一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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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

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所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工作原则，符合长江治理和

流域开发的客观实际。其后的几十年，继续进行了长江干流各河段与主要

支流、地区的规划工作。在流域规划总体开发计划的指导下，主要进行了以

防洪、发电为主的丹江口、葛洲坝、乌江渡、万安等一系列水利枢纽的规划设

计和大规模建设，进行了以灌溉、水土保持为主的水利化建设，以防洪除涝

为主的平原湖泊区综合治理，以航运和岸线利用为主的河道整治，以及向相

邻流域引水的东线、中线、西线南水北调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从白龙江引水

到汉江"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江流域的水利建设始终是在毛泽东主席、周

恩来总理等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按照毛泽东主席勾画的“南

水北调”和“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周恩来总理指示的“要使江湖都对人

民有利”的精神进行的。1989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恢复原名长江水利委

员会，隶属水利部o 1990年长江水利委员会补充修订的《长江流域综合利

用规划简要报告》经国务院审查批准，作为今后长江流域综合开发、利用、保

护水资源和防治水害活动的基本依据。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确定

要开工建设南水北调工程；1992年又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

议》；1994年明确长江水利委员会是水利部在长江流域和西南诸河的派出

机构，国家授权其在上述范围内行使水行政管理职能；同年，三峡工程正式

开工兴建。这些都标志着长江流域治理开发和水资源综合利用又进入了一

个新的历史时期。

千百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长江水利建设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在历史的长河中毕竟只占短暂的一页。开发治理长江，综合利用长

江流域水土资源，任重而道远。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修的《长江志》，系统翔实

地综述了长江水系及流域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的概貌，统合古今地记述了

长江水利事业的发展历程和水利建设的成就水平，客观地反映了长江水利

建设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因此，今修《长江志》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



一部关于长江和长江治理开发的资料总汇，而且是千百年来长江治理和流

域开发的科学总结，是我们为后世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在社会主义建设

新时期的今天，长江流域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战

略地位。《长江志》的出版，不仅将成为关于长江和长江水利建设全面系统

的历史著述，而且它是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认识和研究长江及其

治理开发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经典文献。因此，《长江志》的编纂出版是功在

当代，惠及千秋的一件大事。中华民族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长江志》

编纂委员会发动组织了长江流域长期从事长江水利建设的同志，参与这一

壮举，历时十余载，含辛茹苦，终将《长江志》这一传世之作出版问世，可敬可

贺，特为之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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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士
嗣 舌

《长江志》是第一部以长江流域自然区域为范围，围绕长江治理开发为

重点进行记述的江河专志。

我国有着悠久的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周恩来总理生前十分重视编

纂新地方志的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成立地方志小组时，就指定曾三

同志主持其事。当时不少地区已开始了新地方志的编纂工作o“文化大革

命”期间，地方志工作被迫中断。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中央

领导同志的倡导，地方志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将编修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计

划。江河志、水利志是地方志的组成部分，也是水利部门一项重要的基本工

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后改称长江水利委员会)根据水电部(后为水利

部)关于编写江河志的指示，于1984年3月成立《长江志》编纂委员会，下设

长江志总编辑室为其办事机构，作为长办所属二级机构并在武汉举行了第

一次会议。来自长办及流域各省(区、市)的编委和代表70余人，经过对《长

江志》筹委会工作的审议，确定了《长江志》的编纂方针、编写篇目、编纂体例

及编委会工作条例等指导性文件，为尔后组织推动《长江志》各卷篇的编写，

起了重要作用。1990年，《长江志》编委会根据《长江志》部分卷篇经过复审

将进入总纂阶段的实际，为保证全志的科学性和整体性，特设立统纂小组，

以加强对各篇编写的研究、指导、协调，并进一步修订成书篇目。考虑到全

志各卷篇进度不一，编委会决定《长江志》全面筹划，分篇出版；同时，将《总

述》刊印各篇首，以避免由于分篇出版而无全貌的认识或每篇各自交代长江

概况而呈现繁复的缺陷。

长江流域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治理开发历史悠久。众多的考古资料证

1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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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从远古时代起，长江和黄河一样，即为中华民族先民们劳动、生息、繁衍

的场所；千百年来，广大劳动人民为长江的开发和治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

斗争，发展了社会经济，创造了历史文化，使长江流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的重要地区；长江流域在古、近代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在当代对于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在长期治理开发长江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治水人物，历史

记录了他们的治江业绩和经验，历代学者对长江水利、水害特点的认识和兴

利除害的方策也屡有创见，当代治理开发长江，更是取得了巨大、辉煌的成

就。数千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族人民在改造自然、改

造社会的豪迈的治江事业中，凝聚着变革者的智勇、决策者的能力、创业者

的艰辛，反映了时代的风貌。所以，编纂《长江志》既是历史的继承，又是时

代的需要；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重要意义，是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o

《长江志》在卷首列序、前言、凡例、总述、总篇目，分篇出版时，则刊于各

2 篇首。全志分为七卷，卷下设篇，共计25篇，分为23册出版。卷一流域综

述，下分水系、自然条件、社会经济、自然灾害、历代开发治理5篇；卷二水

文、勘测，下分水文、测绘、工程地质勘察3篇；卷三规划、设计、科研，下分规

j 划、设计、科学研究3篇；卷四治理开发(上)，按水利门类下分防洪、水力发

， 电、灌溉与城乡供水、航运工程、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6篇；卷五治理开发

(下)，按综合利用类别下分综合利用水利枢纽建设、水库移民与库区建设、

湖区开发治理、中下游河道整治4篇；卷六水政、人文，下分水政、人文2篇；

卷七大事记，下分古近代大事记、当代大事记2篇。各卷篇分别由长江水利

委员会所属水文局、综合勘测局、长江科学院、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水

政水资源局、水土保持局、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局、江

务局、宣传新闻中心、长江志总编室和长江技术经济学会承编o

《长江志》作为治江工作的科学总结和资料总汇，不仅是关于长江和长

江水利建设的历史著述，而且也是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研究长江

治理开发的重要文献，这是新型江河志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在编审、统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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