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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派生出许多的新学科．在我国

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有着大量的关于自然现象的记述。把某

种自然现象的历史记载加以系统整理，探求其中的发展和演变规

律，将对认识和预见今天的乃至以后的同种自然现象及其规律，

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有人把这种对自然现象的研究，称之为历

史自然学．不过，还有些自然因象，例如洪水，它既是天然降雨

的直接产物，又是地表汇流和防洪设施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

并不是纯自然的现象。对它的研究，就更加复杂一些并成为科学’ ，

技术史研究的对象之一．’‘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四川城市水灾史

稿》，就是j本全面介绍四川城市水灾历史的书，。是作者在科技

史研究方面独辟蹊径的新尝试。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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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为，历史记录的是过去了的事情，和今天人们的现实

生活没有直接地联系。而能否直接为现代建设服务；的确也是衡

量科技史研究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科技史工作者近些年

来始终在为此努力进行探索。我们知道，无论是哪一门学科，都

有自己的基础研究．而对于科技史来说，需要做的基础工作就更

多一些。同时，由于它研究的对象是历史，因而又具有文化研究

的性质．所以，一般说来，它的成果较难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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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同样毋庸置疑的是，科技史研究也可以直接为

7务．就以地学问题来说，它往往是一个多变量的动态的复杂系

统。由于影响因素较多，至少在目前来说，解决这类复杂问题只

依靠数学的和物理的技术手段是不够的，而和类似的情况(例如
。

历史情况)进行宏观地类比的方法，却有着自己的优势．这是由

于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历史实践的最终结果是综合了各种影响因

素的最终结果，因而，以类似的发生在同·地区的历史过程作为

参证对象，来判断和预测未来，就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生动的说

服力．我们姑且将这种历史类比的方法称之为“历史模型黟．近

年来，在历史水文学、历史地质学，．历史地震学，历史气象学等

‘方面取得的若干成果，已经初步说明了在解决某些生产建设问题

． 上，历史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今天，，这本水灾史的研究成果，．又

为我们增添了新的例证． 1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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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史研究有着自己的某些特点。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是消逝

。 了的过去i为了弄清楚其中的究竟，首先要弄清已经无法再现的

．历史的真面貌．因此，，科技史研究的显著特点是求真求实．毫无

疑问，科技史的研究必须依据古代的文献记载，但绝不是文献的

照抄照搬，其中有一个咀嚼和消化的过程．对于不同来源的史

料，其问往往存在差别，因此，对史料首先应该进行去伪存真地

比较鉴别，一尔后才有可能进行条分缕析地研究，并提炼出合理的

结论。这种咀嚼消化往往是研究过程中最为艰苦的阶段，也就是

通常所说的考证和辩证的过程．有人认为，时至今日，考证和辩一

。。证已是落伍和过时的方法，其实并非如此．无可讳言，随着科学

技术的进步，科技史的研究方法也要相应发展和提高，但是，缜

密地考证是去伪存真的基本手段，辩证地思维是探求规律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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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仅仅靠摘取

的判断，无异于哗众取

宠．至于曲解史实并用以证明某种理论或领导意图的正确无误，

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影射史学和遵命史学，自然更应加以反

对。本书作者着力于资料的搜集，做了老老实实地工作。书中汇

集的关于四川水灾历史的丰富文献、碑刻和调查材料，将为从事

水文，气象，城市建设规划以及其他相关专业，提供一部经过系

统整编的史料。我想，这个研究成果对于四川历史洪水研究和城

市长远规划的制定，也会提供有益的借鉴。帮不掩瑜，本书对于

相关学科的好学深思的读者来说，无疑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承作者嘱为之序，谨记如上几点想法。

1

周魁一

一九八六年九月于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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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学这门学科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因为人类还。

远不可能驾驭自然，避免灾害。而研究灾害史正是研究灾害学的

基础，因为从较长历史时期着眼，才能更好地把握自然灾害的变，．

化规律二这本《四川城市水灾史稿》就是在探讨四川水灾历史方

面所做的一些初步工作。 ．。

‘

我出生在金沙江畔，童年时代是在一个滨江小城渡过的。儿

时听到的一些关于洪水的传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长大后 ，

’

报考了水和专业，从此和水结下不解之缘。后来从师水利史专家

姚汉源教授和周魁一先生学习中国水利史，并确定了治河防洪史
。

的研究方向。于是我便开始留心收集各种洪水资料，特别是家乡
7

四川的水灾史料。经过几年的工作，总算初步理出了四川水灾历

史的轮廓。在巴蜀书社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具体帮助下，这本资料

性读物有幸和读者见面了。如果它能为四川水利史志的编写和研

究提供一些参考和线索，能为四川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些微薄作

．用，这便是我最大的幸事。 ．

自己在学习和研究中始终得到老师们和水利界老前辈的鞭策

和教育。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水利专家张含英、汪胡桢先生

．都曾写信鼓励我，对我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宝贵意见和要求。汪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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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桢先生还把他亲自收集的资料寄给我。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

史研究室主任周魁一先生百忙中亲自为本书作序。这些都使我倍

过程中，还得到《长江志》总编室毛振堵，

编辑部徐慕菊等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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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功底尤浅，且时问仓促，这本资料书还

。错讹的地方、挂一漏万之处定所难免。敬

贵批评意见。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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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1981年7月，I盈JI!盆地的腹心地带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这

里江河密布，土地肥沃，城镇鳞次栉比，工厂烟囱林立。在七月

中旬短短的几天中，暴雨倾盆，岷江，沱江、涪江、陵嘉江，渠

江几条河流一齐猛涨。洪水势若奔马，到处泛滥为患，使全111138

个县市受灾，57个县城和776个场镇被淹，3，000多个工厂企业，

1，700多万亩土地受到严重破坏，100多万人的家庭墙倒屋塌，无

家可归。洪水过后，使人们对四川的水灾特别是城市水灾问题有

了更多的警惕。 ，。 ．一 ．。．

濒江城市的安全，受到江河洪水的致命威胁。濒江城市的发

展规划，必须充分考虑防洪安全。因此，研究城市水灾的规律及

其影响范围，就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 、，

。 研究水灾的规律，不能只凭近期的数据，必须借助历史的资

料。历史资料反映的时段愈长，愈全则愈好。我们祖国历史悠

久，记载水灾的史料如汗牛充栋。尤其是沿江城市；I自古就是当

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它的安危自然倍受重视。犬凡与洪．

水有关的城镇的迁徙，城墙的缺损，庙宇公署的毁坏等等，许多

史籍、地方志、杂记，碑刻，近代的各种报刊杂志等多有记载。．

这就为我们研究城市水灾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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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四川是多水之省，大小河流纵横蜿蜒，’主要城市都沿江分

布．另一方面，四川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记载水灾的史料特别

”丰富。因此，研究l四JJl的城市水灾史对四川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现

， 实而深远的意义，同时也具备了做好这一研究工作的条件．
’j

?‘ ≤：；·’ j、?一一j≤÷。 ?l， ：，∥ {：+。j F。

：
‘ j

j

． ·第_节 四川的河流与沿江城市 ． ．．’．

。 。： ； ，7 ；。。． ． ：一 、。．，． ， 二

．_^。t。

j。：；1^I ：t’ _。4，1；‘ ^
，

：；。 四川的地形象一个大盆，四周高山环抱；中间是平原和丘r| 。

．陵。，山地高原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四，平原、‘丘陵只占百
。

’

1分之=十六。由于受地理纬度和地形地势的影响，四川的降雨在 ．

．时间和空间分布上都极不均衡。t一年之中，降雨总量的百分之七’

十一集中在山地，t而且大部分集中在6～9月，‘经常以暴雨洪水

的形式出现0这样骤猛的径流，从盆地四周向丘陵和平原地区汇． 一。

．， 集，呼啸而来，横冲而过。它们先是涌入山涧溪沟，’而后又汇入，

，． 金沙江，岷江、沱江，嘉陵泣、乌江，最后都流进横贯四川东西 ．

”‘的长江：所以，f每到夏秋，’大小江河水位迅涨，而冬春时节，水‘ e，

t． 位又常常很低。 _f1：。‘’一。’‘?‘。．+ 一‘_。 ，

’

，i’洪枯水位相差甚远，给城市的布局造成一系列困难。特别是
。。

· 在古代，生产力低，生活设施简陋，城市用水主要靠肩挑人背，’

非常吃力。因而，不可能将居住区选择在远离正常水位的高处，。‘’

·只能濒水而居，沿河发展。这样，城市安全必然受到夏秋洪水的

威胁。I匹lJll全省县以上的城镇共有196个；：其中174个位于江河岸 ’7：

。

畔，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而位于大江大河岸旁的城市达-83

．4 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所以j一四川的城市自古以来就 ：，．

一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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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患连年。轻则是一条江河泛滥，重则是几条江河同

时猛涨，洪峰遭遇，浩浩荡荡，冲决城池，席卷庐舍，吞没田禾，

毁坏道路桥探，势不可挡。史书上关于四川这类大水灾的记录，

斑斑可考。 ．：．

四川沿江城市的分布情况如表1-1所示。

袭1--! 四川沿江河城市分布情况一览裹

河 流 沿江河两岸县以上城市名称 小计数

千
渡口 雷波 屏山 宜宾县 4

流

金 盐边 雅江 冕宁 喜德 西昌

支 德吕 米易 会东 普格 昭觉

沙 美姑 九龙 金阳 得荣 会理 26，
30

- ， 稻诚 盐源 木里 巴塘 道孚 ●

江 炉霍 新龙 甘孜 石渠 一乡城流
● 白玉 ， ．

．

千 松潘 茂汶 汶川 灌县 郫县
』

崇庆 温江 成都 新津 彭山 15

岷 流 眉山 青神 乐山 犍为 双流

大邑 邛崃 蒲汪 丹棱 宝兴
●

45
，

支 芦山 天全’雅安 名山 洪雅

江
夹江 蛾眉 荥经 壤塘 色达

30

．^ 康定 泸定 右棉 汉源 峨边
●

流 阿坝 马尔康金川 丹巴 小金

●
黑水 理县 井研 甘洛 越西

千 广汉 金堂 简阳 资阳 资中 ●

沱 流 内江 富顺。
7

支
彭县 什邡 新都 绵竹、德阳

19

江 威远 自贡 荣县 大足 荣昌 12

流
仁寿 隆昌

‘

，

～．、
，

一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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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蜀王本纪》中说杜宇时期“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4。“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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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于是，鳖灵成为开明王

国国君。这是关于四川地区早期水灾的传说。历史上有无

人，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个传说证明了四川水灾历史

的久远和为害之烈。
‘

．．

如果说在四川广为流传的“鳖灵治水黟还只是传说，那末西

汉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中关于李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的

记载则是确凿无疑的了。《汉书·高后纪》中也明确记载了西汉

时期四川发生了几次流域性的大水灾。稍后，三国时期诸葛亮主

持在成都西北郊修筑了一道“九里堤’’，防御洪水对成都市区的

危害，一这说明当时城市防洪问题己经比较突出了。．、 ．

．除了水灾历史久远这个特点之外，受灾的城镇多，范围广，8

灾情重，这是四川城市水灾的第二个特点。比如《晋书》上记

载，公元277年， “益梁=州郡国八暴水"，．“九月梁益二吵H又

，大水，，，洪水波及几十个县。又比如《新唐书》记载，公元644

年，嘉陵江和长江干流发生大水，当时的梓、忠、绵三州几个县受

二灾，城毁房坍，损失惨重。越是到后代，水灾记载越详实。如乾

隆九年(1744年)；岷江和沱江同时泛涨，发生了一次特大水

灾。当时的汉州、遂宁、简阳，崇庆、绵阳，邛崃、成都、华阳、

新繁、新都，金堂，郫县，崇宁、温江、彭县、什邡、罗江，彭

山，青神、乐山、仁寿、资阳，射洪等34个州县都遭受洪水的破

坏．成都市内平地水深三、四、五尺不等。许多县城城墙坍塌，

房屋倾倒，损失非常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沱江干流在公元1325

,'．-'1949年的625年中，发生大水灾38次，金堂，内江水淹县城达十

次。嘉陵江干流在公元773—1949年的1177年中，发大水62次，合

川县城被水淹20次。岷江干流在1449m1949年的500年中，发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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袅1—2 四JII沿江城市遭受永灾情况统计袅
”

500年来遭受过 500年来被水
水灾的县(市) 淹过的县(市)

河流名称

千流 支流 小计
占沿江总县

千流 支流 小计
占沿江总城

● 散的百分比 数的百分比

，金 沙 江 10 8 18 48．6％ ， 6 3 9 24％

其中。，干流 3 2 5 25％ 2 1 3 15％

+雅砻江 3 6 9 75％ 0 2 2 22％

安宁河 4 0 4 80％ 4 0 4 80％

岷 江 19 23 42 87．5％ 17 17 34 71％

其中t干流 11 15 26 100％ 11 15 26 100}％

大渡河 4 4 8
‘

57％ 3 2 5 36％

青衣江 、4 4 8 100％ 3 0 3 ’38％

沱
‘

江 7 14 21 100％ 7 12 19 90％

嘉 陵 江 22 22 44 100％ 19 14 33 75％

其中。干 流 10 6 16 100％ 9 3 12 75％

涪江 7 8 15 100％ 7 6。 13 ‘87％

渠江 5 8 13 100％ 3 5 8 62％ ．

乌 江 2 3 5 100％ 2 2 4 ．80％

长 江 17 16 33 100％ 16 13 29 88％

共 计 77 86 163 87％ 67 61 128 68％
‘

境外河流 0 2 2 50％ 艿 1 1 25％

合 计 77 88 165 86％ 67 62 129
。

67％ 一

注·本表中的。千漉”是指金，岷、沱．嘉、的干流及其一级大支流，。支

流”是指上述各江的一级小支流和二级支流。长江，乌江千流是指其奉

、身正流，支流即指其一级小支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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