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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叫术和l.义运

序-

水是人类文明的源泉。水利和农桑是华夏壮丽史诗的主旋律。从

远古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堪，从汉武帝治理黄河到

康熙巡视河务滑运，从毛泽东部署治淮到今天的三峡水利枢纽……在

长期的治水实践中，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宝

贵的精神财富，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水文化。水文化是中华文化和民

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水利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支撑。"善

治国者必先治水"。学习借鉴传承前人治水创造的精神财富，加强我国

传统治水理念、治水方略、治水措施的研究，从中提炼出科学的文化内

核，对当今水利建设提供有益借鉴、推动水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形成

人水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有着重要意义。

扬州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春秋时期吴王夫

差开市沟，迄今已有近 2500 年历史。因为处于江淮之间，长江和运河

在此交汇，淮河入江水道又纵贯入江入海，扬州历来就与治水结下不解

之缘，开运河兴j曹运、盐运，兴建归海、归江众多河沟、坝、闸以疏解洪

灾，众多治水名臣在此蝉精竭虑，康熙皇帝也多次亲临勘察水情，充分

说明扬州的古代水利工程在中国水利史上的重要位置和影响。扬州市

水利局用几年时间，专门组织编写了《扬州水利史话}，从众多来稿中

进选一百多篇入编，不仅有古代的夫差开部沟，陈登修陈公塘，谢安建

召伯垛，隋文帝开凿山阳渎，还有陈菌治理运河、民国张春导淮，更有新

中国建立后的运河整治、淮河治理、长江治塘、兴修水库、南水北调、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J易 ';I'J 术和|义言舌

洪抢险、兴修农田水利、发展机电排灌、中低产田改造等等内容，涵括工

程、人物、事件。 这本书采用史话体的形式，以时间为经，将历史上的重

要治水人物、事件用形象、简明的笔墨分篇记载，附有大量的图、照片，

增强了可读性?不仅是水利工作者，普通读者也能容易地读懂，既体现

真实性，又增强了可读性，是一部集史料性、知识性、科学'ii文学性于

一体的水利史书。 在我印象中，修志的地方不少，但以一地市级水利部

门，组织编写史话类作品实不多见。 就我所了解，近年来扬州水利部门

在积极开展水利建设管理的同时，积极探索开展文化活动，打造《情注

水利 》歌曲，编印 《水润扬州、1 )) 画册，出版 《江河大治润千秋》扬州水利

诗词集、《扬州运河》等，获得各项表彰，有声有色，可圈可点 。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鲜明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

标。 水利部党组出台了 《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 ~( 2011-2020 年)，这是

水利系统第一次对水文化建设进行全面部署，对水利系统深入开展水

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各级水利部门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

刻认识做好水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紧紧抓住这个重大历史机遇，推进水

文化建设实践，为现代水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先进文化支撑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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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扬州水利史话》从征文 、收集、整理、史料查核到编辑出版，集数

十人心血，历经三年，数易其稿，终于付梓。这是扬州水文化建设乃至

全省水文化发展的一件盛事，可喜可贺!

扬州地处长江下游，淮河尾间。境内有丘陵、平原、好区，水系复杂，

治水历史悠久，水文化底蕴深厚O 明代以前 ，扬州治水以保证清运为中

心，治水以蓄为主、蓄泄兼筹;明代中期 ， 黄河南泛，灾害频仍，导淮由

扬州人江、人海，治水以保灌运兼治水患;清末以后，黄河虽然北徙，但

战事不断，水旱灾害加重，人民群众与水患灾害英勇抗争的历史令人感

慨!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下，党

和政府全面规划，除水害 、兴水利，广大人民群众以改天换地的精神治

理山河，水利防灾抗灾能力空前提高 ，虽有洪涝肆虐，但社会秩序稳定，

人民安居乐业;虽遇百年大旱，但农业连获丰收，经济持续发展;几十

年的水利工程建设为扬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居做

出了重大贡献。

水文化是劳动人民长期治水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民族精神和中华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扬州市的同行们在加强水利建设的同时，十分

注重水文化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自 2006 年来，组织专门力量，陆续整

理出版了 《水润扬州 》 画册、《江河大治润千秋》诗词集、《扬州水道记》

(标点注释)、《扬州运河》等一批水文化重要成果，继而又认真筹划、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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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收集、精心整理，打造出一部具有专业背景兼具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

《扬州水利史话》。

《扬州水利史话》以历史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收集整理了自吴王

夫差开凿部沟以来至现代扬州境内重要的治水事件、关键人物、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以及主要治水经验和教训等。书中既有对扬州治水关键

人物功过是非的客观评说，更有对人民群众百折不挠治水精神的热情

讴歌。 虽然历史跨度大，但提供的史料充分翔实。 特别是书中用大量

的篇幅真实再现了建国以来，扬州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

斗，前赴后继，投入波澜壮阔的大修水利的建设场景，令人震撼，催人奋

进!

今天，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江苏

省委省政府提出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号召，新一轮水利大改革、

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扑面而来。 温故而知新， ~扬州水利史话》 的出

版，对于我们传承借鉴历史上人民群众的治水智慧和经验，科学推进水

利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里，我衷心希望扬州市水利局

的同行们在现代水利建设的实践中，既要继续挖掘水文化的历史宝库，

不断总结借鉴前人治水的宝贵经验，又要积极推进现代水文化的创新

和发展，以先进的水文化引领水利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民1ft-练二
2012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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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

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兴国安邦的大事。 水也是人类文明生

存发展的源泉。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也涵盖了一部

兴水利、除水害的历史。

"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历史在变迁，长江依旧东

流入海，而扬州由枕淮变成淮水穿腹而过。 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襟带

白马、宝应、高邮、邵伯诸湖 。 新通扬运河、仪扬河横贯东西。 境内沟渠、

河道密布。 全市面积 6634 平方公里，其中水面积占四分之一还多。

扬州的治水历史悠久。 开干E沟始于春秋。运盐通商开通扬运河始

于前汉。 刊沟改道、筑塘灌溉始于东汉。 筑t隶蓄水、利运始于晋。 隋文

帝开渎为灭陈，隋炀帝沟通大运河巡幸江都。 唐开伊委河保酒。 宋代

始筑堤防、建石融、改堪建闸蓄泄两便，依然是保溜。 明代黄河全面夺

淮，为保溜，开月河，实现河湖分隔;为保酒、护陵，实施"分黄导淮"淮

河洪水从扬州人江、入海，扬州遂成洪水走廊，水患连年不断。清代为

解决淮水出路，大建归海、归江工程，意在保溜兼治水;清中期为保农

田，开始广筑好堤。咸丰时黄河北徙，清运停止，扬州治水再也牵不上

保糟的由头。 民国时导淮议而无果，仅建船闸维持航运。 回顾扬州治

水历史，历经坎坷， 1曹运时代的水利工程为1曹运畅通 、南北经济文化交

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促进了扬州的几度繁华。 但到新中国成立时，境

内水利失修，满目疮庚，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

5 



彷叫水和1 :文括

为政之要在于治水。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扬州人民积

极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在经济条件十分困难

的情况下，节衣缩食，艰苦创业，每年组织几十万民工奋战在水利建设工

地，全面整治里运河，治理淮河入江水道，兴建江都抽水站，开展长江岸

线治理。同时以改造低产田 、建设高产稳产农田为目标，对山 、水 、 田、林、

路，桥、涵、闸、站、库 、塘 、坝，实行综合治理，曾经饱受水旱灾害之苦的里

下河"锅底洼"变成"米粮仓"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以后，依法

行政、依法治水，依法管水 、加强水资源管理，出现了崭新的治水局面。

近年来，扬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在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践行

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积极实施城市防洪、南水北调、治理淮河 、治理长

江、水库除险加固 、水利血防、灌区改造 、饮水安全和水环境整治工程 、

水利改革等各项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不仅为扬州的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支撑和保障，也为国家北煤南运、南水北调做出了积极贡献。在

担当水利建设、管理、防汛 、防旱、依法治水的同时，还特别注重水利文

化建设，先后编印 《水润扬州 》画册，谱写 《情注水利》歌曲，出版《江河

大治润千秋》水利诗词集和《扬州运河》史学著作。 近年来，我市水利

工作者又花费数年之力，组织编写《扬州水利史话》。 该书时间跨度大，

涉及事件人物多，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扬州治水的

史实，特别用大量篇幅讴歌颂扬新中国建立以后，扬州水利建设的巨大

成就，是一部好书，它不仅适合水利工作者阅读，也为想了解扬州水利

史 、航运史的人们打开了一扇大门，对于借鉴先贤的治水经验，推进扬

州水利又好又快发展，丰富扬州文化内涵，都将大有禅益。 希望水利部

门再接再厉，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为扬州文化百花园增光添彩。

是为序。

明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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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四

"生物其始为水。"老子敬水曰:水有七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

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 、动善时"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

恶" "几于道"天下亦无怨尤。

水者，有无之际，始离与元，而人于有。 水之多寡，则洪、涝 、旱灾伴

随。 水多，泛滥成灾，波高于屋，哀鸿遍野，十室九空，田园荒芜;水少，

禾苗干枯，五谷欠收，人饥相食，立地毙命。 据史志记载，扬州、|自汉文帝

五年(前 175 )，至 1949 年，两千多年来就发生洪、涝灾害年份达 450 年

之多，发生干旱的年份有 210 年之多。 新中国建立后也多次发生大洪

水和严重干旱。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期盼着风调雨顺。

治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大禹说"泼肤诠距)' 1 0 " 孔子说禹

"尽力沟恤" 。 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是一位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

的改革家，写下著名的并对此后治水政令有着深远影响的《上杜学士

言开河书 》。 清代康熙皇帝亲政时，把河务作为三件大事之一，悬在宫

中柱上。乾隆皇帝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 "河工关系民命" 。 毛泽

东主席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这些都反映了为政者自古至今就

重视治水，兴利除害。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全球气

候变化影响加大，水利事业面临的形势更趋严峻，增强防灾减灾能力要

求越来越迫切，强化水资源节约保护工作越来越繁重，加快扭转农业

"靠天吃饭"的任务越来越艰巨。 2011 年，中央发出 1 号文件《关于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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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把水利建设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再次警示

我们加快水利建设刻不容缓。

扬州自古襟江带海。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市沟，沟通江淮，为扬州兴

修水利之始。随着封建王朝的清运兴起，扬州成为1曹运咽喉，围绕保酒、

治水，做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以塘漏水，以坝止水，以澳归水，以堪平

水，以涵泄水，以闸时其纵闭，使水深广可容舟"形成河川联合运用之

效，为国家统一、南北经济文化平衡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明万历时"分黄导淮"以后，淮水由扬州人江、入海，清代大兴淮

水入江工程，改变了扬州的水系，扬州遂成为洪水走廊，灾害连年，难以

治理。历代统治者，曾提出多种治理措施，也兴办了一些工程，受历史

条件限制，不可能根治水旱灾害，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新中国建立以后，扬州历届市委、市政府组织带领全市人民兴水

利、除水患，治淮、治江、整治运河，修建防洪、排涝、调水、挡潮、灌溉、跨

流域调水等水利工程努力抗御洪涝于旱灾害保障全市经济社会的又

好又快发展。

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给后人治水提

供借鉴和启发;前人留下的河道、堤防、典籍等遗存，也是开展文化建

设的丰富遗产，需要我们加以发扬光大。

扬州市虽然建了大批水利工程，但对其建设历程及社会作用的文

化内涵精神品质研究不足，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总感有所缺憾。前人

治水形成的"艰苦奋斗，乐于奉献，顽强拼搏，勇于探索，积极向上，争

创一流"的扬州水利精神也时常激励着我。出于对扬州丰厚水文化的

挚爱，认识水文化对水利事业的重要作用，我自 2005 年主持扬州市水

利局工作之时，提出打造安全、资源、环境、文化、法治"五个水利"的思

路，将水文化同水利建设工作一同布置一同安排，在组织实施南水北

调、淮河人江水道治理、城市防洪、水利血防、江岸治理、农村饮水安全、

水库除险加固、河道疏泼、区域供水等工程和抗御水旱灾害的同时，开

展了一系列的水文化建设工作，编印《水润扬州》画册，出版《运河·千

秋风》邮册、《江河大治润千秋一一扬州水利诗词集》、《扬州运河》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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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成功谱写《情注水利》歌曲，为水利大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

围。

盛世修史，资政育人。 这次扬州市水利局花费数载之力，通过广泛

征集、重点约稿，编撰出一本《扬州水利史话》。 本书由 100 多篇文章

组成，以时间为序，由古到今介绍扬州水利历史，图文并茂，见人见事，

通俗易懂，希望读者能够喜欢，开卷有益。

《扬州水利史话》付印之时，适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创新举措，推进水利改革发展和水利现代化建

设，为把扬州建成世界名城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在蒜副
201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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