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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人统计关于文化曲定义据说有数百种之多，井有广义与狭义之

分。但一般对文化的理解，偏重于文化是包括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

然界和社会的精神创造洁动及其结果。那么，鉴于吉然的水是维系人

与生物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水利是改造自然和发展社会的人类活

动，那么，有关水事活动的精神创造成果，就必然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亦即我们既说的水文化。既然尚不能对文化给出一言九鼎的定

义，我幻也不必急于在水文化含义上较真，部当务之急的是进有积极

地探索。

古代关于本和治水重大的精神倒造不胜枚举。 i韧例如列j如，孔子在洒京

之滨惑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飞。其丰富的患想想、内撞包容着对

自然

的道德修养拇评价:水以滋养万物为己任，似德;运动遵循一定的规

律，但义:运动而不提乱，似道:赴百彷之谷不惧，似勇:水面准平，~到

法:深入细微，但察;具有自净能力，似善;万茹也必东，假志。老子也

由此穰括出"上善若水"的名言。丽《国语·周语上》记载 2800 年前周

召公的话"前民之口，甚于防)11 0 )11塞商渍，伤人必多"那是由水利

工程负面效果引申出为政的功戒。当前热烈讨论的"人与自然租谐"

映射出今人对水文化的理解和追寻。

关于"人与自然租港"问题，哲学家们指出，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

之一是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港统一，茹西方文化则强调人

类征服自然和改造吉然。治水普及自然与社会，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

程。我们都知道，大禹活水成功是由于正确处理了堵与疏这对矛盾关

系的结果，其中蕴合着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这是可以追寻到的在重

大决策中辩证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古老的例子。此后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诠述人与自然关系的名言说论甚多.被经常列举的有老子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丽万物与

我为一"等等。至北宋，又进一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纳为"天人合

一"的命题。与此相反，古人也有"晓于天人之分" "霸天命而眉之"的

认识，{EI并不占主导地位。

当工业化取得成功，某些科学技术领域的发晓显著改善了人们的

生产和生活状况。成功鼓舞了人们改造自然的信忌，但雨时也滋生出

对自然的漠视。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产力日益强大，社会却正在接

近或开始超过地球有限水资源与水环境的承受能力。IV.治荷防洪而

言，人类为了能造更适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需对不利的自然条

件进行改造。但是，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种种努力并不总是有利于

减轻洪水灾害，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相反的情况。例如过度的土地开

发增加了水土掩失，减少了森林植被对雨水的涵蓄作用，增加了径流

量和汇琉速度:开矿和修建公路、铁路艇载i落的土石会淤积并降纸水

库和河道的防洪能力 z滨江湖泊的大量雷垦，蓄滞洪区的过度开发，使

之成为灾害易发地区。总之，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洪水变得更加

集中，需去处却变得越发狭窄，导致水灾害的增长，因而引起人们新的

思考。

在我国，伴随西方科学技术而来的列强政治现员族屈辱，引起昌

人对现代科技的重视，提出"中学为掉，西学为用"和"科学救国"的倡

导。但此后却生发出对现代科技的盲吕崇拜。如今，人们逐黯感到自

己被技术产品所包围，疏远了自然，甚至人性被物欲所侵怯。

我们曾经以为"天人合一"等传统的自然现已经过时，转而对在跟

自然的理想颈礼膜拜。为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人幻不停顿地向自然

索取，甚至掏醉于对自然的缸服。为了今天获取更多的利益，往往不

自觉地出牺牲明天为代价。面对建筑在现代科学之上的文明，我们开

始反思，在图谋发展中我们忽略了什么。如今，当资源和环境鱼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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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显露，人们方才记起，我国持统的"天人合一"主专文化理念措恰是古董

得我们尊重和继承的传统文化的著华。早在 2∞年前患格斯就曾尖

锐地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

支配。问题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

受一种建立在通费思维的历史和成载的基磁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

说得多么精辟和镜中时弊。

当然，时代进步了，文化内渥也梧应有所改变。韩非子说:上古之

世，人民不能躲避猛兽侵害，有巢氏创造构木为巢，成为当时的文化标

志;人民生吃瓜果鱼肉，多疾病，越人民发明钻木取火，成为又一文化

标志:中古之世天下大水，大禹疏导排水，成为是中古时代文化的标

志。韩非子进一步点题说，如果夏代有人还在掏木钻锤，商爵有人只

知理守疏导治水，则必为他人所取笑。

文化握着时代的进步面发展，{B文化的发展又是连贯的，新文化

是建立在IB文化基础上能。不可能设想、通过一场革命，就会捏以往的

文化基础清除掉，而凭空缸造一个全新的文化来。相反的是，文化的

沿袭比其它(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等等)有着更

加稳定、廷绵不绝、渗透至俭理道德和有深摄影晴力的。况旦治水活

动古今都在同一个大的自然背景下展开，人与东这对矛盾的基本关系

并没有本庚的改变。

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已被确认为新世纪治水的基本理念和实费

可持续发展水利揭理论核心。然雨，理论模念被接受是一回事，而要

在实践中贯彻则还有更加珉巨和复杂的工作。此前治水思路的误区

之一是以为单凭科学技术就可以治水，从而将科学技术孤立起来，蔬

远和冷落了文化，局跟了我们的视野如捐察力。由此可以看出，对于

传统文化，以及薪时代新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在水利行业提倡水

文化研究的必要性。

提倡水文化研究，有人以为专业技术知识就等同于文化知识，其



实二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事实上，文化知识至少包括哲学、科学、语

言、历史、教育、道德、法律、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要比专业技术知识

广搏和综合得多-由于水利工作范围已广泛涉及政策、法律、经济、资

摞、环境，甚至哲学和历史，因此，学习和引进这些学科的知识，开阔我

们的思维空间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宏观问题的研究和决策上。

北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域，北京的水文化有着鲜睫的地域

特缸和丰富内涵。在自然气候背景方面，北京处在半湿润地区与半于

旱地区的过渡带;在自然地貌背景方面，北京处在华北平原向蒙古高

原的过搜带;在历史文化背景方面，北京处在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

牧文明的过被带;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北京又是较早产生原始

聚落井延臻三千多年的城市。这些鲜明的特点决定了北京本文化的

强特个性与魅力。

20 多年前，北京水利系统开始系统编篡水利志书并成立了北京水

利史研究会，一批热心水利史租水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积极组织学

术研究活动，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前工作，并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注重

历史文化研究殷务于现实水利发展，其中所提出的在城市规如中水环

境规划的地位、建设和保护长河带状公吕和文化遗存、保护茨丰阁遗

址、被复高蒲河等多项重要建议，被政府所采纳。随着北京现代化进

程加快，本在城乡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突出，水文化研究队伍

也在逐步扩大，并产生了一批优秀或果。

由北京市水利局组织专家编辑六卷本水文化丛书《水租北京)，是

一项重要前水文化建设工程。编著者把北京与本的历史故事，水文化

掌故，研究合得，以及民国年前北京水利规如思想等措摄整理成卷，奉

献在读者厘前。专家们尽其对本与人，水与北京发展关系的理解感

器，展示了色彩鲜明的水文化画卷。丛书选用资料丰富，广泛吸收了

众多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有着很强的知识娃，相信读者定能从中受

益。



"新北京，新奥运"为北京水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为

水文化建设与发展开辞了新天地，相信这套丛书会在水文化建设中起

到挺进作吊，为龙京水利事业的发展增添新的光彩。

值《水和北京》丛书刊行，是为序。

勇魁一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援

中吕京科学会水利史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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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河治本计划

序

tl2. J" 树立

北

京
水

利

华北诸水，永定为大，而为祸亦最烈。盖永定上游，桑乾及洋河， I 历
验突于富有冀壤之山谷中，水流激揣，挟沙之多，由罕其匹。及至于 j 支
游，坡势囊缓，水力无所消锅，则惟有好回曲折，用以冲嗤土地。复因 i 哩
好回曲折之故。所挟之沙，又跑溜之缓急，以沉以浮。此永定河所以;工

变迁多故，号称无定也。然在昔日才，水患固不可免，南缩于此者绅子!每

彼，其来也菇。且一水一麦之莉，失于今者取偿于来年，其患亦未甚显

著也。自辽金元明以来，建都北平，根本之边，时遭水害，那为遏止之

谋，而筑堤尚焉。复以离1曹北运，惟求运道之蔬畅，不计入海之通塞。

五大河之水，所恃以吐纳者，惟一海河。伏秩盛涨，复值高潮， 7可不能

容，则泛溢冲决，益不可免，昏垫之祸，更以延长。自明迄清，数百年

间，无定为灾，载于史册，数结前世。康乾之间，国力丰富，遂复范堤两

岸，号称永定。农田不复得龄泥之利，而湾床 E 以高仰。盖以一线长

堤，当此洪流，无事则病子补直，一决则不可收拾。同光以后，国力痒

数，物价高腾，为政安于苟旦， I日堤渐以残破。漫决之祸，与日俱增。

虽于事后呼哇补救，根本之患，我然未除，商民生益以困苦矣。

及至民六，灾及天津，中外商人怵子后患，乃请政府设立}I顶直水利

委员会，以谋瑕本救治之方。于是华北水利始有地形测量，水文观测，

以为计划之根据。十三年复遇大水，永定堤决，祸架子前。人民奔走

呼号，益惑治水之切要。 }I贾直水利委员会乃于十西年公布}I匮直河道治

本计划总报告书。其中对于永定河治理之计划分二种:一、取北道经

旧沙涨地入海。二、取南道另辟新沙涨地。其中二种相同者。为:

(串)、建筑宫厅拦水坝。(乙)、卢沟桥至金门揭间?可道之整理。其余

则前者复须整理金门阔现营间之河道，就沙涨地内另辟新河，及天津

φl 



tJz. J腿件?在

造北人海薪河诸项。后者则有金门闹下游之整理费，薪沙涨地土地及

工事费，及入海新河诸项。前者估计需费 4576 万余元，后者结计需费

北 I 3279 万余元。两者相较，后一种廉于前一种约 13∞万元。

京碗豆水利委员会主张抉择第二释，即新沙涨地之计划。"以为此

水|计划能使洪水之分布，较适宜雨自然，并可使永定河之浑水，行于海湾

和d I 之离，较之行于海河之北为佳"。虽薪沙涨埠，须用地 580 平方公里，
历|惟其中"实有 240 平方公里，其高度不及大沽水平线上 7 公尺。故每
雪|遇洪水，无不受灾。如民自九年之情形，则其受灾区域，竟达 4∞平方
2| 公里飞盖该会之意以为"今司沙涨地之上端，已高出平常地面 6 公尺

远|至 8 公尺，其潜水之功用己尽，当崩觅永定河人海之道"。不持其所估

编| 费用较第一种计摇可减省也。

!顷直河道治本计主tl书对于永定河入海之道，损于"永定河经新沙

涨地后，即与大清河及子牙河会舍。此三河汇施之水，一部份由海河

入海，一部份另在第六堡辟一新窝槽入海。而在该处建设分水机关，

以便操纵水量，维持航道"。其薪河槽所取路线黯以韬田(小站)北边

者为棋握。盖若令新河槽与马厂减河相交，商于马厂新商之下游，另

辟入海之路，将使马厂减河之水，不能越新河槽商过，w.灌毒草小站附近

6.2 万亩之稻田也。

十四年公布之计划以政窍不定，迄未能实行，币对该计为j之提评

与研究，用颇不乏人。其有直接科害关系者，姑置不论。其他批评要

点可分为: (一〉新沙涨地问题。(二〉南道人海新词问题。(三)::ft道串

金钟河入海问题。均有房赞否。锥对于官厅水库，则大都认为适当

焉。

对于新移、涨地之反对者，其所持之主要理由为: (甲〉所拟新沙涨

地区域，为人烟辑密之区，一经洪水漫溢，人民荡析疏离，不胜其苦。

(注三)(乙〉永定挥有甚宽广之沙涨边，2∞余年而致今司之状况，今姆

国安以上，积沙己盈，其趋新抄涨地也，建领雨下，势倍徒易，况其面

积，又不及旧者之巨，黯新者寿命，恐不及 50 年，而新涉涨地按积以

后，将更难为继。至于南道北道之争，则是南道而非北道者，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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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以避免北平之水灾， (二)可维持北运河之舷道， (三)免北运河

河床之增高，以致宣遮不易，(因〉北塘距大洁过近。其是北南非事者，

则以〈一)永定河改南有大清子牙及南运靖河之交错，使形势更为复|北

杂，(二〉北运河之航运，在今臼之关系较轻， (三)::ft运原与永定合流， I 京

剧增高河床之说，不足凭信， (四)永定河沙泥可肥挂号津东碱地。 I 水

十四年永定河计划既未实行，而永定河之尾闺海湾，赔自十六年 I :稍
后，反革专浅日甚。至十七年，吃水十厌以上之船船，不能上驶，天津几|历
成为死港。于是向之因水灾丽注意永定河者，复吕其襟沙商加以更深!些
切之认识。惟以治理永定，费用浩繁，西需时又久，周移其目光于下静 i Z 
暂时之整理焉。十七年秋季，本会奉命司华北之本政，就j阳水利委 i 远

员会加以改组，对于救济海河及治理永定之计划，积极进街，不遗余 i 编

力。于是探讨事实，综合意见，于同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二次委员会随

时会议议决各项如下:

一、兴修宫厅水库，以节制洪水及蓄水量为灌概窍，至拇采居前j顿

直水委会之滚水堪式，下有六涵洞，或改用高垣式，添辞旁温洞，设闸

门以便操纵，侯计划完成，与原计划详如比较，再定去从。

二、前顺直水委会原计划，永定取南道没薪沙涨埠，舍弃不用，惟

强流人海之道，认为排拽大清子牙及永定河溢出之洪水所需要，决议

采窍。

三、为减轻海阔龄沙救急起见，由永定河三角淀辞一新水道，越北

运人塌河淀遥金钟河人海之计划，可以采用。并认鼓淤地菌，尚可扩

大革嚣，越金钟河以按其遛东碱地。

理、引用永定河水以灌溉其道离造北之地，并藉以放襟。

五、呈请建设委员会即行核准本次会议议决各项主要工程，由本

会与河北省政府联合办理。

六、呈请建设委员会建议菌府，以海关附加作抵筹拨 360 万元，并

由华洋义摄救灾总会斟拨河北省赈款提出 1∞万元，以为先行兴办宫

厅水库及塌河淀工程之用。并另筹相当款项，开挖独流入海新河道。

黯于同月十九日，将全部工程计划及工费估计，并筹款办法，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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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项各议决案呈请建设委员会转呈国民政府，从速核议，克期施工，以

除水患，兴灌溉，百科航行。同时河北省政府，天津特别市政府，及中

北 i 外商人，亦发起组织整理海河委员会，以导引永定河浑水于新沙涨地，

京 i 并施行测量。至十八年四月，建设委员会与省市政府离浩加派委员，

水!共同组织整理海部委员会，而河花省海湾短期公债及还本传患案，亦

利 i 于四月中通过于立法院。然整理海河水科委员会正式组织成立，已在
历 i 十八年九窍，复以种种问题，公债始于二十年夏初发行，故一切设施，
些 i 均不能接班定期珉，循序进仔。
Fmi 十八年七月，北平附近暴雨。十八日下午，永定河金门阔上游渍
~J I 
选 i 决 70 余丈，被淹者 10 余村。其后搔续扩大至附丈，本会奉建设委

编:员会电令派员前往查勘，以定堵口施工计划，当即派员会同湾北省建

设厅，及永定河河务局人员，前往查勘，并报具堵筑决吕ìt~j及附属工

程预算，呈请建设委员会转呈行政院迅令财政部部日拨款，以拯灾黎。

一噩复自观测所得结果，研究本年需量之分布，与流量之大小，始知本

年永定河之洪水，与十三年者因异。盖十三年之洪水，其大部分亲自

宫厅以上，宫可以下至三家革所增加者，不过三家m全流量三分之一。

若本年之洪水，则官厅以上与官厅三家店间之全涟量，各为三家店全

流量之半。官厅三家店坷，坡势暧捷，又无自旋容蓄之地，其最大洪水

流量，遂数倍于官厅以上，商三家店之洪水，实可谓全由于宫厅以下之

径流也。于是永定河治理计划，既因整理海河之工程，而定其下潜之

途经，复因雨量分布之殊异，有修正以前种种计划之必要，乃先拟定永

定湾治本计划大绢，于十八年十月六吕第六次委员会议决"原则通

过，交技术长进行实际调查并妥慎计划"。其大纲如下:

(串)建筑官厅水库。

(乙)建筑石匣里水库。

(丙)建筑宫厅三家店陪水库。

(丁)约束河身。

(戊〉开撞引道。

(己〉修培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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