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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原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江阴华西村时题词：“华西

村一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图为呈现一片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农村景象的华西村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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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圈固

太湖流域水污染源限期治理“零点行动”倒计时揭牌现场

(地点：无锡湖滨饭店)。江苏省环保局局长史振华l左二)、国家

环保总局刑局长汪纪戎(左三)、国家环保总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

牟广丰(左四，、江苏省人大副主任、中共无锡市委书记洪锦析

(左五)、无锡市市长吴新雄(左六)等在揭牌现场



太湖流域的小喊镇和乡镇企业星罗棋

布。图为全国投资环境百强镇．国家建设

郝新型小城镇建设试点镇、江苏省新型示

范小城镇、江苏省实施教育现代化先进

镇、全国百强名镇——江阴市璜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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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明清时期

第一节明清时期对太湖水利的认识和治理

明朝初立，百废待举。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首推发展农业经

济，他深知农为国本，百需皆出其所，所以有农夫归耕可免三年赋

税或徭役，以及“额外垦荒，永不起科”的诏令。为保障农业生产，朱

元璋又布诏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越二十七年，又

。特谕工部，陂塘湖堰可蓄以备旱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①并

分遣国子监太学生等，遍谐天下，督修水利。
’

’

明清鼎革之际，战乱狼藉。清立国后，实行“更名田”，又“蠲免

赋税，奖励垦荒”。对于水利事业亦十分重视，包括太湖流域在内的

水利设施，多次予以治理。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巡淮甸，阅视

河工，遂历江浙，谘诹水利，太湖亦蒙”。②

可见，明清两代的封建统治者，均很重视农业，更视水利为农

业命脉，至使郡邑水利得兴，太湖之水也因此得治。太湖流域水利

的兴修，不仅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而且对于该地

区手工业、商业、航运业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太湖周边地区城市经

济的繁荣，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太湖下游水系态势和夏原吉治水

(一)太湖下游水系态势

太湖跨苏、常、湖三郡，广三万六千顷。其水源，西面来自茅山

①‘明史·河渠志'。
⑦金玉相‘太潮备考·遂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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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苏皖界山的荆溪水系，南面来自天日山的东、西苕溪水系。北面

长江之水，在水位高涨或海潮倒灌时，亦会涌入太湖。

太湖下游本有三条干河导水出海，即娄江、吴淞江、东江，总称

“三江一。此外，东北方向，有入江港浦。三十六浦”(常熟二十四浦，

昆山十二浦)；在东南方向，有归海港浦。十八港”。至明代成化年

间，。十八港”已严重淤断，。三十六浦”除白茆、福山、七鸦等少数大

港浦外，大多也已淤浅。而所谓的“三江”，娄江、东江早于五代时期

已经淹没，仅剩吴淞一江。 ．

。

吴淞江原长二百六十里，江南支流有九十六条，江北支流有八

十三条，①“深广可敌千浦，”②江狭处犹广二里。③其上游与太湖

汇合处，原本是一片水域，湖水自吴江长桥人江，迤逦东去，蜿蜒而

行。及元末明初，其江首、江尾以及中段水系，均发生重大变化：

江首，唐代所建的吴淞塘路，长期阻碍湖水下泄，使太湖上游

冲来的泥沙和风浪卷起的湖底沉积物，渐渐在长桥一带淤涨成陆，

豪家乘机规为田宅，军旅也在彼建造营房，④致使太湖出口变狭，

水不通畅，迫使吴淞江首北移，由长桥移至瓜泾口。但瓜泾口宽仅

八十米，湖水下泄不畅，流量减少，严重削弱了对中下游的冲淤能

力。

中段，位于江南的淀泖湖群，自古东江淹没后，均经由吴淞江

入海，遂成为吴淞江的重要水系。其北出之水，注入干流吴淞江，

与淞江上游来水汇合，共同冲刷下游。但由于历代豪强在彼大量围

垦，造成蓄水能力萎缩，北出水量减少，亦削弱了对干流下游的冲

淤能力。 ．一．． 。

江尾，随着海岸线逐渐向东伸展，吴淞江道也随之不断向东延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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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太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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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延长之处，均为沙涂，而沙涂又多被围垦，水流受阻，加上上中

游来水冲淤能力削弱，流缓沙停，造成潮沙严重淤淀。迄明代成化

年间，吴淞江已是一副从夏驾浦到南跄浦人海口一百三十余里，

“潮汐淤塞，已成平陆”，。比之旧时，百不及一”①的景象。虽屡经疏

治，但旋疏旋塞。 ’

与吴淞江情况不同，其南面的黄浦江，却日益坐大，北面的刘

家港亦不浚自深，日益宽广。 ‘ ，

黄浦江，为楚申春君所开，原系吴淞江江南支流，全长二百五

十余里。上源有淀泖湖群之水注入，水量充沛。下游北向，有一范

家浜，自成一脉，经南跄浦径达海。元初，黄浦江。阔尽一矢之力”，

至明初，已自然发展成为。大黄浦”。然其近吴淞江下游的浦口段，

却因吴淞江尾淤塞而受阻，使上源淀泖湖群之水，排水不畅，日渐

壅积自蹙。‘
‘

刘家港，亦名刘家河，即今浏河。位于苏州、昆山之间，西承太

湖，从吴县鲇鱼口入苏州娄门，东经沙河，入唯亭诸水至昆山，直达

太仓，旋绕城而东，流程七十三里，入江归海。其出现于元代，因受

江流和风浪冲刷和潮汐倒灌作用，不浚自深。其地势低洼，水流顺

畅，遂成海运大港．元时，已可聚舟楫千艘。明永乐时，则“可容百

斛之舟”，郑和下西洋，即由此出发。 ， ’～

由上可知，太湖之水，在东北向可经浏河、自茆、福山、七鸦等

港浦入江归海，而东面却因吴淞江尾淤塞，不能畅泄，日渐壅积自

蹙。苏，常、湖、松，嘉、镇、杭七府，因此常困于水患之中。

(二)夏原吉治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吴淞江下游的严重淤塞，淀泖湖群

的泄水不畅，均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所致。宋、元两代，以吴淞江为

古代。三江”之一，是太湖泄水正脉的传统观念，屡加疏治，但总是

①‘明史·河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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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疏旋塞。治水无功，水患频仍。然在宋、元时期，不少有识之士，

也曾发表过其它治理意见，张桂荣、朱文祥等，曾提出疏浚昆山、嘉

定等河道，分太湖之水，经刘家河出海的主张。宋嘉桔年间，进士吴

执中认为，“吴淞淹涨，役重工多，淀山旧湖多为豪户为田，但恐不

易开浚”，提出不如放弃吴淞江下游，而导太湖之水由新泾和刘家

河人海的意见。 ．

’

在众多的议论中，元代周文英在其《论三吴水利》中，提出了独

特的看法。他认为吴淞江海口严重淤塞，是“沧海变桑田”，是地势

天意。违地势天意而去开挑吴淞江，。非惟事大体重，动众劳民，抑
’

且地势不齐，人力不能胜天”。他主张放弃吴淞江海口段的‘‘涂涨之

地”，因水势所趋，顺其性疏导，导淞江之水经刘家港等港浦入江归

海。并提出三条具体路线：一是导吴淞江，从夏驾浦经刘家港入江

归海；二是令盐铁塘承淞江北来之水，经白茆、茜泾等港浦入江归

海；三是导吴淞江水，经由昆山、常熟至江阴界的六十余条港浦，分

泄人海。① ·

可是，在元朝大德八年(1304)千夫长任仁发治水时，仍因吴淞

江为泄水正脉的传统观念进行疏浚。上述意见，均未被采纳。

明清时期，对太湖下游的治理颇为重视，进行过多次疏浚。’其

中最著名的工程是夏原吉的“掣淞人浏”和开挖范家浜。

明永乐二年(1404)，太湖地区，五月大雨，吴江田禾尽没；六

月，苏、松、嘉、湖四府俱水。户部尚书夏原吉受命治理，他昼夜涉

步，亲身进行调研，对苏、松、嘉、湖四府的地貌态势和水患成因作

T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浙西诸郡，苏松最为下流，而嘉湖常颇

高。，“环以太湖，绵亘五百里，纳杭、湖、宣、歙间水，散注淀山之湖，

以入三泖”，苏、松、嘉、湖水患，乃“为浦港塘塞，涨溢害稼”。他继而

对吴淞江等港浦状况作了具体剖析：。吴淞江袤二百余里，广百五

①参见‘-太潮水利史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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