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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水利志序言

湖南向无全省性的水利专志，历代篡修的通志仅在建置卷内设堤

短篇，清道光年问篡修的《洞庭湖志》又只局限于洞庭湖区。建国后，

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编集新地方志的工作。湖南省委根据国务院的

安排曾于一九五八年作出篡修省志的决定，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干

扰而中断:一九七九年十月，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决定恢复省志篡

修，并确定水利志作为省志的一个专志，由省水利部门承担编集任

务。

水利电力部曾于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和一九八四年，三次发出编

篡江河志、水利志的通知。强调指出"兴修水利是历代治国安邦的

一项重要措施，水利史志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史和科学技术发展史的重

要组成部分"。还指出"水利志、江河志既是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我们水利部门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工作"。按照水利电力

部对编写江河水利志的要求，作为业务专志其内容较为全面广泛;而

作为省志的专志则将有所压缩精筒，有的内容还要移到其他专志。水

利电力都于一九八四年颁发的文件中，要求各省市水利部门"对修志

要有紧迫感，要早出成果"。为此，将湖南省水利志作为业务专志先

衍付印，在系统内部发行。



本志分为五个分册出版z 第一分册为大事记;第二分册为概述与

水政两篇;第三分册为湖区水利篇;第四分册为山丘区水利篇;第五

分册为水利科技、水利教育、水文三篇。各个分册的各个篇章从不同

的侧面对湖南水利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详尽、客观的记述，并尽可

能做到追源溯本、反映规律。既如实地记述了湖南人民二千多年来和

水作斗争所取得的伟犬成就，又认真总结了历代水利兴废和成败得失

的经验教训。既可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也可帮

助广大水利水电干部进一步了解湖南水利的历史和现状从而能更好地

处理水利工作中的许多现实问题。因而，本志对全省水利水电工作者

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阅读资料。"治夭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

编篡社会主义新志是一项新的工作，从事本志编篡工作的又大都

为工程技术人员;虽历时五载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但挂一漏万和缺

点错误均在所难免。希望广大水利水电工作者、史志行家以及水利界

的老同志、老专家，不吝赐教并给予批评指正.

傅声远

一九八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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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湖南水利犬事记)) (以下简称《大事记)))是《湖南省水矛Ij志》的第一分册。它为全志

之经，按编年纵贯古今，其他分册的各篇章为纬，按事物横剖记述。它的各条目主要来

自各篇章， {旦择其辛苦犬者录之F 有的内容在其他篇章不便处理，可补其他分册之闷。

《犬事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

求是地记述了自公元前三世纪至本世纪八十年代(前214""""1984年)的湖南水利大事。

据以勾描水利发展进程的轮廓轨迹，展现水利兴废的历史面貌，反映水利建设的尤;在得

失。读者可用较少时间，对湖南水利全貌和情综复杂的语项事物获得较为条理、连 λ辽与

概括的了解，又可以从中吸取历史的借鉴和获得现实的信息。

大辜的选选范围和辑录标准拟定为:一是水利方针政策、治水言论和重要的水利法

规，均以辑录与本省有关的为准。二是水手iJ水电建设与管理，包括农田水利、水力发电、

河道整治和洞庭湖区水利，辑录标准主要为大型工程但也包括最早见于史料记载的各种

类型的工程和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建筑物F 埠录的工程概以建于当时属湖南省境内的为

准，而不受现在的行政区划阳单位、部门的限制，但在条目正文或脚注中加以必要说

明。三是重大的水利事件和工程安全事故，前者即使不发生在本省但对湖南水利产生重

大影响的仍然辑入，后者主要记载实况而不追咎贡任。四是水利教育与水利科研，后者

只辑录省一级以上鉴定或给奖的项目且不问其属于哪一级单位或部门。五是国际交往与

援外工程，前者主要辑录国外来湘进行水利考察的人员、项目与地点而不记迎送或陪同

琐节，出国考察只限于以水利部门为主的项目，援外工程则记述其经过缘委和完成的工

程量及投资。六是水利机构的设置沿革和人事变动，前者包括中央或流域设在湖南的机

梅，后者只限于省一级水利部门而忽略下属单位的人事，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例外。七是

学会活动与先进模范，前者主要记述学术活动，后者仅录入省一级以上所评选。八是水

旱灾害，主要辑录全省性大水和大旱。按照七述范围和标准共辑录大事384条，其中 z

属于全面情况(包括水文、勘测)的26条，属于方针政策、治水言论及水利会议的39条，

属于湖区水利的61条，属于山丘区水利的 113条，属于教育、科技和国际交往的 39条，

属于水政的64条，属于灾害的58条。如按建国前后分，建国前的条目数占总数的46伪，

建国后的条目数占总数的540奋。

由于记述时间长达二千年，为帮助读者明暗各项大辜的相互联系和所处的时代环境

与历史背景，按湖南水利发展历史转折期分为五个阶段记述z 第一阶段从公元前三世结

至公元七世纪初即秦、汉、三国、膏、南北朝至隋的832年，是湖南水利事业的萌芽与

初期发展阶段P 第二阶段是七世纪初至十四世纪中叶即唐、宋至元代的750年，为湖南

山丘区水来IJ兴盛发达时期 F 第三阶段自十四世纪中至十九纪后期即明代至清同治 12 年

(1873) 的 505年，阶段束之所以选在1873年是由于该年荆江南岸冲成松滋河奠定了荆

iI四口南流周面，湖南水利发生重大转折使重点移向湖区，第四阶段是十九世纪后期至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即清同治末年至民国38年的76年.本时期内洞庭湖淤出大量洲土，

!/(患频率增大，而山丘区水利发展停滞旦荒废严重，第五阶段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

卡年代中，湖南水利建设自此揭开了新的一页。在各个阶段之首，均以编者语言对本即?

段湖南水利发展的环境、背景和当时的水利面貌作了简略的概括。条目正文之前用一句r

话概括其内容，以醒肩目。对于一些需要解释或不便记入大事的内容，采用脚注方式处

理附于每阶段之末，脚注也包括一些人名，主要为了说明其身份，其对象大都为对湖南

水利作过贡献的人物以及省一级水利部门的行政、技术负责人。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按编年体记述大事，对每一大事

又尽可能记述其始末过程。大事记述原则上-"事一条，每个条目均以世纪和顺序编号，

如〔前 3 " 1 )即公元前三世纪第一条。条目编号之后以公元记其年份，其后在括号内

载明历史年号z 建国后的条目，在条目编号之后用四位数字表示，前二位数字为年、后

二位数字为顺序，如8002即 1980年第二条。为了查阅方便，另按条目内容分为若干类项

编成索引附于书末。至于资料来源，一般均在条目中注明出处，有些较为简单明暗的条

目则不另作注明。全志的《资料索引))，将刊载在第五分册。

《大事记》是在本志各篇章初稿完成之后才着手编写的，从本年元月开始仅五个月左

右，时间是十分短促的。条目主要从已成篇章中选用，部分补充选自报纸和各地、县水

利志;建国后部分还参考引用了《湖南水利兰十五年大事记 (1949 ，"，"，， 1984) )) (皮现字、

陈光耀编写) , <<湖南省水利水电厅犬事记 (1981'"'""1984) )) (李霞编写)以及《洞庭湖

区水利建设大事纪要 (1949'"'""1984) )) (钟宇平编写)的内容和资料。从所掌握的资料

并按大事的范围与标准衡量，尚能基本上做到无所遗漏1ß.古代文献史料少而近代与现

代的文书档案也有散失，甚至近数十年的报纸也不齐全。因而，缺记、漏记或记而不详

的情扭仍然是存在的。

《大事记》是在湖南省水利志编篡委员会和湖南省水利水电厅党组的领导和关怀下，

由邓谷君同志编写。参加资料搜集工作的有雷永肃、熊重戚、王泽富、杨温、罗征祥、

戴蔚藩等同志。

《大事记》的编写过程中，得到省水利水电厅·各处室、厅属各单位、各地市县水电局

以及湖南水利界的老同志与专家学者的热情指导和帮助，得到省、市图书馆和省档案馆

的大力支持与协助，谨此一并表示谢意。

本书编写仓卒又限于编者的水平与经验，缺点、错误以及欠妥之处均在所难免，敬

请读者批评指正。

湖南省水利志编篡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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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三世纪

至公元七世纪初

前214一-61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本阶段自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初共832年，辑录犬事11 条。

其中:秦代一条、汉代四条、三国二条、晋及南北朝三条目隋代一条。

湖南在秦代分属黔中、长沙两郡，至西汉设桂阳、武陵、零陵三

郡和长沙固，东汉仍只四郡(长沙国改郡) ，隋代扩大为沉陵、武

陵、渲阳、巴陵、长沙、衡山、桂阳、零陵八郡。百汉初的长沙国人

丁很少共只二万五千户，且有卑湿贫国之称(据贾谊《治安策》及《汉

书·长沙定王发传>>)及至二百年以后的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

时，长沙国人口已增至四万三千户，但这一年湖南三郡一国的总户数

仍只十二万多户、七十一万多人(据《汉书·地理志>>)。据此表明，

湖南在西汉以前由于人口少和大量土地尚未开发，水利建设是不可能

有较多发展的。但秦始皇为了统一全国发兵五十万向岭南进军，在长

沙郡属兴安开凿灵渠，成为湖南最早的水利工程。至东汉时期，湖南

人口急剧增多、耕地也开辟较广，加上当时种稻采用火耕水将(见

《史记·货殖列传>>) ，要求多筑陕塘进行高地蓄水(火耕水梓是先烧

去田里杂草后灌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后一并割去再放水

灌田，草死稻长) ，因而在史料志书上开始有兴建池塘陕潭的记载。

队全省而言，所筑陕塘决不止所辑录的数处，但一些小陕小塘不易为

史料所辑录，能记载的或属工程规模较大，或属古迹流传。三国时

期，湖南大部地区属吴。孙权号召屯田(<<三国志·吴书>>) ，吴将周

泰引、海水灌田数十万亩为湖南最早的大型引水工程。三国后期和西晋

一代，湖南因战乱连年而人口锐减，从东汉)1贸帝永和五年 (140) 的 64.9

万户、 281万人(据《后汉书·郡国志>>) ，下降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

(280) 的 14.8万户、 97.2万人(据《晋书·地理志>>)。都督荆州军事

的西晋将领杜预 (222--284) 还上疏要废除一部分塘陕，他说"陕

3 



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每有雨水，辄复横流，延及陆田" (<<晋

书·食货志)))。因而，在两晋 (265'--420) 的 150多年间，湖南未见

兴修水利的记载。南北朝 (420--589) 至惰代 (581""""618) 的近二百

年间，湖南有段较长时期的稳定;加上隋文帘杨坚崇尚节俭，对农民

的剥削较轻。因而，湖南水利从南北朝开始又有所发展。

本阶段内，湖南有记载的水旱灾害共有48年次。其中 z 水灾31年

次，平均每百年发生3.7次，旱灾17年次，平均每百年发生1. 98次。

本阶段内，无洞庭湖区水利、水息的记载.六世纪以前，长江是

否有分流南下注入洞庭，至今仍不够明晰;对洞庭湖水域和水惰的记

载，也无较多的史料。但洞庭湖决非古云梦泽，则已为今人的考证与

研究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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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 1]公元前214华(蜡始息33年)

湖南最早的水利工醒。秀运始皇平定六国以后，于公元前22111::命时屠』住进岭南，

由于须通过崎岖不平的湘桂丛山地带，军粮运输存在很大困难，因作出"使监晦幽

粮" (((史记·上父1匪传)))的决定①，在当时腾长15>郡的兴安@曲:在沟通湘、 i离工水，子

前214年建成。兴安地处1i岭山脉的越城岭与都庞岭之间，湘7.1<有一小女流名双女井溪，

源自兴安城西南的相困附近离水支流走河有一才、文流各始安水，源自兴安城北富贵岭

和点灯山之间的山谷。由始交水豆双女井泯}[入湘水处的距离不足1. 5公里，水面提捆

距仅约六主1(: ;两水之间为太史)前 ÚJ 、始安岭、 1j~楼岭等小山岭，这些小分7.1<岭宽刀

，相对刮度只二、三十米。只利用这…有利地形，选择兴安城东南二公里处的

分水塘筑tYl并指通太史庙山，通过分水拌嘴将湘水分为二股，一股以七分水量沿北渠流

入#日水，另一战以二三分水量沿南渠引入滴水。灵;展为秦始泉统一全国作出了贡献并在历

代水运刀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目前仅为灌溉农田和地方工业用水的渠道(据广四人民

"版社 1974年出版的《兴安灵渠)))。

[前2. 1]公先前 194年(西汉崽手曹先年)

州市挝半的号|监泉水准慨。据((7.1<经·来水j主)): "~更县(今永兴)界有温泉水，在

梆县回北，左右有同数十亩资之以j眠，年可王景"。使县布朋汉崽帝元年多才为侯国并分

封给长沙子刘浅，引 7.l< i擞用可能在:说侯罔以后。因陆明确年代记靴，列在分的之年以

[前2.2J公元前176'""173年(西汉文帝4'""7年)

湖南最早的出井。抉}((太注IL<说才:出》战"贸访:st3有井，谊所穿也"。前谊( iJú"200 
~前 168) 为四汉i改i台东、文学家，他在公元前176年为长沙王太傅，三年后阳长安。他

在长沙的住宅掘j(:缩《普化县志》就在"榴锦坊侧，今太平街" 0 ((乾陆一统志))íJ l <(长沙

县:0>>称"贸太傅t&宅在今县 i时二lU徨棉胁之周前n1m" 0 

[2. 1]公元 105~121 年(东汉元兴赢蹋光年间)

的油、泪。我比I~~民术发明人茹伦(? '-""'121)在米阳的油井;在攸县:tru章，

人称架子凶、茹公j堕(见《水经·来水位》及乾隆《攸县志>>)。禁为东汉桂阳(郡治今

梆州市，公元25"""'56年曾迁未阳)人。据《太平寰宇记》载z 油在"故宅旁" t，战宅在

来阳县西南一里" ;罩在"攸县东石牛ÙJT" , J主注明为"请纸取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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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公元25"'220年(京汉)

湖南最早的盹擒。来阳卢塘、常德樊脏、衡阳略塘和长沙龙捕四处，为湖南最早见

于史料的蓄水工程，可能建于东汉但具体年代不明。《水经·来7托出》载"来阳肥]1I 之

北有卢塘，塘油八顷，真深不测押。南宋《舆地纪胜》引《湘7](ì己》贝:J称"来阳县东北有

j)己太守谷昕筑塘名泸， 1奄地八顷，其深不可测'yo 来阳在汉代属桂阳都，西?又时郡治在

梆县，东汉建武年间一j变迁来阳，后仍迁回梆县，可以认为筑捕应在迂治期间。常德赞

|跤始见于《新腐书·地理志))，称"带工垠因故汉樊阪开"。四汉时的武陇郡泊在今以捕

县，东汉时才迁来常德 (1陆况县) ，可以认为修建樊隘的时间当在东汉迁泊店。衡阳回各

搪见<(7](经·湘水注)): "承7]( (今称蒸水)东北流至2童安县(今衡阳)又东合目击塘" J 

叉《舆i也纪胜》引《祥符团结》称"捕在衡阳县，周田二十里" J 同治《衡阳县志、》称"略摘

即演阪 ， n毒演阪水(蒸水交流) "。童安在东汉为侠罔，回?又各种武县，东汉顺带水建

立年 (128) 改称重安，故城在燕7](上游，此捕建于东汉似较可惜。长沙龙塘E辈子何时

不i卒，光绪《妻子化县志》载"踏在县东35盟歇马岭下，相传汉姆卒侠关洞饮马于此"。

关利于建交19年 (214) 镇守荆州， 219年共败被杀， rIt捕修建当在214"'219年以前。

[3.2J公元222"'2'80年(::.因果)

湖南最早的引水工程。据<<7](经 '1堕7](注)):勺盟垠入作唐县(今安乡县北)左合部点，

南流适愕坪屯，也喝j岑7Jq既旧数千顷" (喝即 f臣、即在许坪屯筑垠引水)。树守敬的《水

径:主疏》认为，兰国时灵将周泰平荆州店将兵词:愕，疑为今之洋河惜。据《方舆纪要)> : 

FF河镇仆的 "在县才u岑水之北，接湖北公安县界"。

[3.3J 公元276-278华(提脑虫只篮咒华、央纪元、工华)

湖南连续三年大水。据光绪《湖南通志》载，这三年"荆州大水"。兰问臭所有地分

五州，荆州领郡十凹，在今湖南墙的有十郡。

[4. 1]公元395华(京青太无20年)

湖南大水(据雍正《栩广通古、》及乾隆《湖南通志)>)。

[6.1 J公元520华前后(酣北朝北魏盾期)

<(7](怪:主》记述的调庭湖。北魏丽R道冗编畴的《水经注》③是…部说明水道源流的历史

地理专薯，在卷38的湘7](有如下也文"凡此四水(指湘、资、况、理四水)问注洞庭.

北会大江……潮水广圃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其中"④。

日



[6.2J公先502""'557年(南北朝南撰)

筑放鹅陋。缩《湖南通志》就"武股东北八十里有制政t![J古放鹊眩，W:模

乎每于此双鹤旧放之，后鹤m双堕置陪庭中战f，"。该阪"后涅盘"

(99) 切'‘Æ~令崔嗣业修复"以 j既田，后废" ( ((新捕书·地理志 ìì) 。

[6.3J公元581 ""'600年(隋开蛊1""'20 年)

历 (698 ..... 

优f但已盹 o :ié 绪(( jðJ] T丰fj道志》引 1(0函典ì): "武|凌纯纪|政今;íS白马|嘘，隔开泉巾

刺史汗难陀修，其平tJ不;戚关~ I纽工架"。问治《常德县7ð ì)称，该|坡在县四北二十里。

①监帐又利:史牒， ((史记》与《汉书》称监瞧，唐代以后多利:史帐。井替代分全因为二十

六郡，郡i去那守，下有监 1~[J史负责监察。古代有以官职为姓的习惯，各脆的监.在]史就被

称为戚惊成史畴。至于前提的时间历来'也说阳不一，据今人;;Ij-ilE 以始阱于公元前219年

并于公lJíJ214年建成较为可{~。

②兴安县现周广街，亲属民沙郡• i义属零陵:那。

③邸道光南北朝北魏时人，服格?区阳i东脏(今问北i乐县…带) .其父丽Hè:曾骂:时

酶，道元在父死后袭爵并于485年左右出仕。他死于学吕三年 (527) ，出生年无考(在

人推测为455年友右，也有人考证为466年) 0 ((水经注》成书于他的晚年，流传中也有散

失。长期以来，大都认为耐氏为前人的《水经》作注J {ê. ((水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说

争论很多。王成细著《中国地理学史))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认为"书巾所

《经》与 (0主>>，可能都是耐氏一乎所编成"。

④据畅守敬考证"湖水广阔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这两句话{.{.本王瑞

楚辞出"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出疏)))。王混为东汉文学家，所作《楚辞呈在句》为《楚

辞》最早的完费市水。二E为湖北有:城人，上述捕 i才3当较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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