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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50周年之际，《湖北水利志》交付出版，

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

一滴水可以映出整个太阳。湖北水利事业所走过的道路，它所取得
的成就和效益，以及它的经验和教训，在全国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中

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编篡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第一批专题中，《湖北
的水利工程建设》作为省级水利建设专题而入选，这不是偶然的。

我国由于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兴修水利成为我国

立国之本，特别是治理和开发大江大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
．展，而江河的洪水灾害，则是我国人民的心腹大患。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三代领导对水利都极为

重视，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持下，全国人民持续不断地开展了规模
浩大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历史上未有的巨大成就。

湖北省位于我国的腹部，又处在长江的中游，治水历史十分悠

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下，以李先念、王

+任重、张体学等同志为代表的湖北历届党政领导，都亲自带领各级领

导和广大人民，克服种种困难，不断总结经验，坚持不懈地大兴水利，
使湖北的水利建设居于全国的前列。古语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在我国水利事业面临21世纪的挑战和

机遇，水利建设兴起又一个更大高潮之际，如何进一步了解过去，认
识现在，以求更好地把握未来，是我国水利工作者的重大任务。《湖
北水利志》的几位专职编纂者和几十位兼职撰稿人，经过10多年酷

署寒冬，默默耕耘，以“述而不作”的志体写法，全面系统地记述了
湖北水利从古至今的历史，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它将是湖
北水利界和湖北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全国水利界也有参考价值。

特为之序。 ，

．’．．!‘言赡霎移葫9玎原水利部部长 ，／l I|j了酽7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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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观乎荆楚大地，沃野千畴，万民殷富，泽润而优。两江横贯p

分二龙盘鄂I双源秦岭，汇三镇向东；境内千湖棋布，万河纵横——
或弯弯曲曲，、或坦坦荡荡．或浩浩汩汩，或团团盈盈。山为鄂之骨，

水为鄂之魂。水给荆楚以舟楫之便、灌溉之源、发电之力、养殖之利、

衣食之本、富民之泽，水亦孕育了博大精深的荆楚文化。能与希腊文

化媲美，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珍藏国之瑰宝，可谓独树一帜。江汉平
原，林丰粮茂，素称鱼米之乡，有“湖广熟，天下足"之佳评，誉满

全球。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湖北也因水而忧。自古荆楚多水患，治鄂

必须先治水。治水乃湖北之天大事也。一部治鄂史，亦称治水史，既

7包涵水益之滋润，亦囊括水害之肆虐。荆楚儿女在忧患中迎来丰稔，

在丰稔中提防水噩。“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水治则邦兴，水患
则国衰。治水兴利，国泰民安。

忆往昔，云梦古泽，历经沧桑。时逢大旱，泉水绝源，山溪断流，

河湖见底，沟渠干涸，阡陌田野龟裂，奈何江水滔滔，依然赤地千里。

+及至汛期，江湖难辨，水天一色，云水相连，汹涌澎湃。十年九水，

哀鸿遍野。田庐房舍，尽埋波底，人丁六畜，顺水溧流。身背三棒鼓，
流浪逃异乡。“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天作孽，犹可驯，

人作孽，不可救。昔年政治腐败，战乱频繁，堤防千疮百孔，旱涝常

年成灾。官不顾民，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人患甚于水患。

俱往矣l ’．

饱经忧患之辽阔荆楚，迎来盛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率荆

楚儿女，精卫填海，众志成城，学大禹治水，效愚公移山，垒大堤以

御洪峰，疏河道以滤渍涝，兴泵站以畅排灌，筑水库以蓄甘泉。镇水

妖、锁蛟龙、引清泉，建成防洪、排涝、灌溉三大工程体系，变水害

为水利，化荒湖为绿洲。白浪翻浊稻菽卷，浊水化为黄金流。如今荆

楚大地，田园似锦，江汉平原，风景如画。禾稼茂盛，岁岁丰收，工

厂林立，商贾繁荣。换了人问。更喜“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千年梦想化宏图，搿当惊世界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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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湖北水利志》，意在以史为鉴。编篡者历十八寒暑，夜以继日，

专心致志，呕心沥血，终成巨制。演历史风云于笔底，绘万顷波涛于

帙间，集经验教训于卷中，颂党和政府之恩情，彰荆楚儿女之功勋，

内容广博，纵贯古今，实乃湖北治水之百科全书，不愧史志之盛举。

吟读之能晓更迭、知兴衰、观发展、窥未来。上可慰筚路蓝缕之先民，

下可惠继往开来之子孙。

志书付梓，欣喜不已。捧读再三，思绪万千。难违自然规律，天

有不测风云，洪患侵袭难避，旱灾重现难免，吾辈切莫高枕无忧，必

须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治水兴利，任重道远。鏖战不患，常备不怠。

教大堤固若金汤，命清泉细流不竭，造福千秋，惠及万民。书此数语，

权且作序。时值龙年仲夏。

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 曼窖



序

今岁(2000年)“六0-一"儿童节前一周，湖北省水利志编纂委员

会的同志命为《湖北水利志》作一短序，并赐该志送审稿上、下两册，

共约250万字，于周内成文。以该志集合多数专家学者，为时近20年

成书，内容丰富，各有专长，如得长时学习，当获益匪浅。惜为时仓促，
只略寻目录，不能深入阃奥，仅就所能言者聊应来命，难以评论长短

也。作者多人，非师即友，以人识物，当以湖北水利繁多，不乏可教人

之三数方面资料，又以学人辈出，为人师者亦多。某以数十年来奔走

鄂境者为时较多，不得以一无所知推委。惜年老体衰，30余年前旧事
多不能忆及。惟1954年长江大水，环绕三市，久不能忘也。沿江原只

短垣为堤，后筑大堤，高及数仞，武汉水利建设远非惜时可比。以一隅

可概全省。又闻环省西有高峡出平湖之将成，北有开直抵北京长渠之

说，南有退田还洞庭湖之议，东有直通沪渎之古道。虽建新、复旧之不

同，亦非一省之利害可范围，要皆以鄂域为核心之所应规划者，虽非

近时水利所应论，亦远大谋虑者或为期不甚遥渺无垠也。

又壮岁喜读古史地书，本志详及水利及与水利有关之农、渔等记

载，惟古代春秋、战国时期记大江南北有多数云梦泽，似与本志第六
篇《湖区排水与综合治理》有关，又与后代圩垸发展不知关系如何?一

己偏见不应阑入大志。若能偶一道及，则与喜古史者破千古之谜亦快

事也。

又下及三国六朝时大江、汉水军事、航运，本志第三篇第三章

《古代运河与军事水工》内容亦与前同类。如连类而及似尚无不可。

又若管窥补罅，除上一则外，尚可求鄂西神农架林区之水草动

植I鄂西南土族自治区之水土发展等。

上列所见，是否有当，诸乞主编剪裁去取。

裹：奎罢姜萎耋：茎姜妣搬泻水利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秽【_一吣洌
教 授 级 高 -r ／

序于庚辰岁儿童节酋一日，时年八十八岁，手囊、耳聋、目昏、不自已，勉应来命，勿见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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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治水历史悠久，经验十分丰富；水利对湖北社会与经济的发
展作用巨大。但几千年来，除荆江大堤(原万城堤)史有专载外，湖北
尚无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载全省或局部水利事业发展的专史或专志。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
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

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从20世纪80
年代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编纂江河水利志的活动，就是为

了全面、系统地记述水利事业发展的历程和现状，客观地反映水利在
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深入地总结治水的历史经验，以利
在当前与未来的水利改革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启迪与借鉴。这不仅
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

湖北，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四境山峦起伏，中南部沃野
低平。长江自西向东，汉江从西北向东南，双双穿行省境繁荣富庶之

区；万条溪河，密如蛛网；逾千湖泊，星罗棋布。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1100毫米左右，可谓水资源丰沛，水利得天独厚。但由于降水量在

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严重不均，加上又是长江、汉江上游100多万平
方公里集水面积的巨量洪水入海的必经之地，每当降雨集中季节，洪

涝为患；稍长时间无雨，又干旱缺水，致使水旱灾害十分频繁、严重。
千百年的史实证明，治鄂必先治水。水利事业是湖北社会稳定、经济
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 ?

。

从春秋战国时楚人早期兴建水运、供水等工程，到民国时期的鄂
城民信闸、武昌金水闸，在长达2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中，湖
北境内修建了不少防洪、灌溉、排水、航运等工程，其中有万城堤、
宜城长渠等古代著名水工设施，对社会与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
进与保障作用。但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和社会制度的束缚，治水多以筑
堤排水、束水攻沙以及兴修塘堰、沟渠灌溉农田为主；尚无有效的工

程措施抗御稍大一点的水旱灾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的第一项大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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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便是在湖北兴建荆江分洪工程和加固荆江大堤。随后，在党
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与大力支持下，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
领导全省人民，开展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经过40多
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超越过去2000多年的光辉的水利成就，基本
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防洪、排涝、抗旱三大水利工程体系，具有了防御

一般水、旱灾害的能力，遇到较大洪涝、干旱，采取临时抗御措施，
也能从大局上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工农业增产丰收。湖北水利
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但今后的任务仍
很艰巨，水利改革与发展需要做的工作仍很多，我们必须继续作出艰
苦的努力。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巩固扩大成绩，继承发扬

传统，并针对走过的弯路和工作中的教训，提出改革的方针、措施，
便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之一。

盛世修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全
面开展编纂江河水利志创造了良好条件。自1981年始，在湖北省人

民政府和水利部的组织与指导下，我省成立了湖北省水利志编纂委

员会，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开展了水利修志工作，水利厅几任主要负责
同志都亲自领导志书编写工作，并抽调专人，组织专班，为社会主义

时期的第一次水利修志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各地(市、州)和县
(市、区)水利(水电)局、部分重点水管单位，也先后成立相应组织，配
合各级地方志的编写，相继开展江河水利志的编纂。经过全体水利修

志人员多年的辛勤耕耘，克服了人手不足，经验欠缺，资料散失，经费

短缺等种种困难，历时数年，逐渐形成了以《湖北水利志》为龙头，以
各地(市、州)、县水利志和大型水利工程志为主体的《湖北省水利志
丛书》，一部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志书正陆续与读者见面。这是全
省各级水利部门和有关方面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广大水利职工，特
别是那些默默奉献的修志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确实可喜可贺。

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水利事业亦将持

续发展和繁荣I江河水利志的编纂也会延续，并将越来越完善。我相
信，江河水利志书将受到有识之士的欢迎和热爱，并希望它能对我省

水利事业的发展以及水利史志学的诞生与成熟作出应有的贡献。

湖北省水利厅厅长、党组书记

199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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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湖北水利志》是湖北省水利志丛书之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详今略古，；求实存真，力求纪实性、科学性、资料性的

统一。

。二、本志体例为综述历史、分陈现状，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以篇、章、

节、目四个层次编排；以志为主，辅以记、传、录、图、表和照片。 ‘

三、本志时限，上溯事业发端，下迄1995年，少数重大事项酌情后延。

四、本志纪年，清代及以前沿用汉字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I中华民国

纪年用阿拉伯数字，1949年后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记写公元纪年。

五、称谓记写，人物一般直书其名，必要时冠以职务，地名、机构、职官

按当时通用称谓，习惯简称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并注明简称，以下使用简

称；行文中的。党一以及“省、市、县委"等，均指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简称。建国前(后)一，全书行文一律用第三

人称。

六、计量单位，属历史部分，按各历史时期的单位记写；建国后一律采用

现行公制。

七、弓l用原文，概加引号，除重要引文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八、人物记写，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去世重要水利人物，立传简记I在．

世重要水利人物以事系人记入相关章节，其他则以录、表记之。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家、省、市图书典籍、档案文书、专业史志，

和少量重要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统计数据源于《湖北农村统计年鉴》、

《湖北省水利统计资料》和省水利厅有关业务处室统计报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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