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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来绍侯

程有为离志主持撰写的《黄汗中下潜地匡水利史》书稿即

将付梓，向我索序。程有为同志是我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以秦

汉魏晋南北朝史为主攻方向，毕业后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工作，20 多年来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丰硕或泉。饱经常和

我一起参加学术会议，平时联系也很密切。请我写序，当然不能

推辞，于是欣然应丸。

黄汗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汗，她，孕育了华夏农耕文明，在中华

民族的影成和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黄河作为

我属唯一穿越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大河，以仅占全国 2.29毛的天

然径琉量，滋养着全国 129毛的人口，灌溉着全国 15% 的土地，又

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电力。但是黄河又是一条"善玲、善决、善

歧"的河埠，频繁发生的洪水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数

千年来，先民们不断治理黄河，兴利除害;远半个世纪以来，我国

各级政府和人民努力消撩黄河水患，开发黄河水利，成就空前。

到了 20 世纪末，黄河流域水资源缺乏、水盾污染严重、下游河道

断流等闰题凸现出来，亟待解决。因此，深入开展对黄河水科史

的研究，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加深对黄河特性和规，律的认识，以

便坚持科学发展现，对黄河进行综合治理，有效开发，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

20 世纪以来，人们用现代科学知识研究黄河，成果梧当丰

硕。 1957 年面世的岑伶勉先生的名著《黄汗变迁史》是关于黄

河历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对数千年来黄河的历史演变进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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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详细的考述，重点是元代以前的黄湾变迁，对前代治河方法的

坪价颇为公丸，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它对于黄河水利，例如

灌溉、航运等剌很少涉及;又采取"详古略今"的原则，对元代以

后的黄河记，这不够充分。， 2001 年面世的由鲁枢元、陈先德主编

的《黄河史》是一部黄汗史方面的新作。该书内容广泛，涉及

"毒然与人文，精神与科柱，经济与生活，生态与心态，历史与地

理"等许多方面，民跨了不少新资辛辛，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但它

是一部黄汗文化方面的书籍，其体倒有别于严格意义的黄河历

史著作。关于黄河水利方面的通史类专著，目前只有黄河水利

委员会组织编写并于 1982 年出版的《黄河水利史述要》。这是

一部关于黄河水耗的简史，内容较为全面系统，上起先秦，下迄

民菌，涉及黄河河道变迁与汗患、治河理论、工程、技术、农田水

利与航运等许多方面。著者"革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创之功

不可埋没。但是该书过于简略，对民国时期黄河水科的阐述也

相对薄弱，对建国后水利事业的伟大成就到完全没有涉及。当

前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新的水利史著作面世，(黄河中下游地

区水利史》就是一部记，这黄河水科历史的专著。

水利工作者将黄河分为上、中、下蒋三段。黄河上尊地区由

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文化也梧对落后:黄

河中下碍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文化先进，长期是中离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在。黄河流域的灾害多发生在下蒋地区，但

是造成灾害的原因却在中上搏的黄土高原地区，特到是位于中

游的黄土高原东部的多 i:!i粗沙皇。总之，黄河的问题主要集中

在中下搏地区。基于上述原蜀，本书的作者以黄湾中下潜地区

为研究对象，而不涉及上潺地区。本书记述的时间上限是原始

社会末期，下F真是 20 世纪末。举凡黄河湾道变迁，水患及其防

治，灌溉、航运、水电、供水工程，水土保持，黄河治理开发规划、

水利科技等，都予以记述，内容极为丰富。

本书是离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黄河中下潜水利史研究》

的最终成果。自 1999 年立项以来，课题组成员进行了六七年的

潜心研究和撰写，完或了洋洋 50 余万言的书稿。它与其他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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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著作相比，有不少特点和仓创§新:一是它并非单纯从水患水科方

萄研究水科闵题，而是把水科纳入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中去考

察，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

灾害的发生，水患的治理，水利的开发，把洪水和泥沙作为一种

重要的资源看待，着力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和谐，生态环境

是否乎街良好，从而在水科理论方面形或了一些不同于前人的

新认识。二是坚持"厚今薄古"的原剔，时代越往后，内容越详

细。以前的水利史著作，大多只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本

书不仅填补了黄汗水利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段空白，而

且把 20 世纪甜 100 年特署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 50 年，

作为研究和记述的重点，着力阐述人民治黄的成就，并总结其经

验教训10 三是注意吸收 20 世纪末一些新的重要的研究成果和

最新椅考古学成果。1J1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等关于中国黄

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其"新风或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

海等关于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和人类对环境变化所起作用

方面的研究成果:邹逸麟教技关于黄淮海平原生态环境变迁的

研究或果，水利史专家姚汉源关于黄河水利史的研究成果。书

中采用了新近发现的内黄三杨庄西江黄湾灾害遗址，延津宋代

黄河古渡口遗址等考古或果，理论更加垫实，资料更为丰富。四

是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史的研究，对数千年来黄河中下潺地区生

态环境的演变作了较为革统的考察，分析了生态环境发生改变

的原国，探讨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生态环境恶化

与水旱灾害的关系。

本书分咛期阐述了自然因素、人类活动对黄河中下潜地区

的生态环境变化所起的作用，分析了黄河水患的成蜀及水利开

发、水资源利用的得失，可以增强人幻的生态意识和资源意识，

充分认识人与台然的和谐关系及资摄永续科用的必要性，坚持

科学的发展现。本书对数千年来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人们对黄

河水患的防治、水利的开发进行了总结，阐述其成功经验和失败

教训，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不仅可

以为 21 世纪黄河的治理开发提供历史借鉴，对黄河中下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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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的友展也会有所梓益。

黄河问题十分复杂，宋代以前资料不足，走，代以后治黄著作

汗牛充栋，特到是新中国成立 50 多年来治黄事业成就辉煌，存

在问题也较多，人们见仁见智，尚无定论。因此，研究撰写黄河

水利史难度很大。本书的作者虽然在研究撰写方面花费了许多

功力，但书稿终难尽善尽美，肯定有所不足，有待专家学者予以

补正c

是为序O



绪论 1

绪论

黄海在古代典籍中被称为"四渎之宗"百水之苦。她是中医的第二

大坷，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泻。有史以来，她用自己的乳汁养育了亿万中

华儿女，给人民带来钦用、灌溉、航运及电力之利，孕育了光辉姻烂的华夏

文明。如今，黄海作为我国唯一穿越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大河，以仅占全国

2.2lJ毛的天然径流量，滋养着全国 12lJ毛的人口，灌溉着全盟 159毛的主埠，

还为沿岸 4∞多座城镇提供用水。 18是黄泻又以"善襟、善决、善佳"著

称，灾害十分频繁。据统计，从周定王五年(前 602 年)到民国二十七年

(1938 年〉的2540年中，黄河共决口 1590 次，改道 26 次。平均三年两决

口，百年一改道。频繁发生的洪水给沿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直是

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数千年来，先民们不断治理黄河，兴利除害;半个

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和人民努力消除黄河水患，开发黄河东京1.成就空前。

所谓水利，实际上是一项除水害、兴水利的环境生态改善工程。黄河

流域属于干旱、半干旱地莲，在几千年的农盘文明中，水利工程发挥了亘

大作嚣。特别是近代以来，水利工程减轻了洪、涝、旱、盐碱、水土流失等

自然灾害，取得了防洪、治费、供水、灌溉、发电、水运、水产、*土等多方面

效益。在当前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中，水利的功能和作用更加明显。

虽然半个盘纪以来黄河的治理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

是至今黄河的洪水仍然是流域人民生命腐产的巨大威胁，水资摞缺乏、下

游河道新流、水质污染严重等问题也凸现出来，亟待解决。西此，深入开

展对黄河前研究，单结历史经验，如深对黄河的特性和规律的认识，坚持

科学发展观，以便对黄河及其支蘸实行综合治理，有效开发，使它更好地

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就成为摆在我幻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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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黄河发源于青海高原岳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现行河道流经

困j川i斗i 、廿肃、宁夏、内蒙古、陕E西E、山西

注入渤海。干流全长 5 幅4 公里。如今，人幻将黄词河道分为三段:从它

的摞头~J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的河口镇为上游，河道长 3472 公里，流域

菌积 42.8 万平方公里;从河口镇到河南省郑分!市的槐花峪为中番，河道

长 1206 公里，流域面积 34.4 万平方公里:从桃花路到山东垦利人海口

为下游，河道长 786 公里，流域面积钗 2.3 万平方公里①。

自上述数字可知，黄河中潜租r爵的河道长度总和也没有主游河道

长，中静和下游的流域面京总租也没有上游的流域菌京大。既然如此，本

书为什么舍弃黄河上游地区，而仅以黄海中下游地区为研究对象呢?这

是因为:一、自古~来，黄湾上游广大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髓，人口稀

少，经济欠发达，文化也相对落后;而黄词中下静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

达，文化先进，长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房在。二、黄、河流域

的问题主要产生布表现在中下游地区。黄河蔬域的灾害，如决口、改道、

断施，多发生在下游这一这嚣。正如史念海先生所说"坷患频生，历来

多在下游。重视下捞，自是当务之急。下潜虽多河患，肇因却在中上

潜。"造成黄海下潜发生灾害的原因主要在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因

为黄土高票被侵蚀的混土和泥土新夹杂的抄糙，黯水流下，汇集到黄河之

中。黄河流到下带，水流迂缓，泥沙黯处沉积，抬高河床，就容易引起泛

滥。……若肇致黄翔泛滥，灾害就难以幸免。"②而近年来钱宁教授等的

研究成果又表明:黄河 909毛的沙量来告黄河中潜的河口镇至三门峡区

间。黄土高原东部菌京约 8 万平方公里的多沙粗抄区的水土流失最为严

重，是造成下潜河道挂号积抬高的"元凶"。总之，黄河的灾患主要发生在

于游地区，商造成灾患的原西却主要在中游，特别是黄土高原东部的多沙

租沙区。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匾，本书仅选取黄河中下静地区作为研究

①关于黄河上、中、下游的分5芋，人们有多种小同分法。从前曾以青海贵德为上游和中游

的界标，今水利部门则以内蒙古托克托的河口镇为上中游的分界点。

②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前言》第9 页，黄河水利出版社，2∞20



对象，而不涉及上游地区。

时山经》河道

2.禹河道

3公元前 602 年

4.公元 11 年

5公元 1048 年

6公元 1194年

7公元 1494年

8公元 1855 年

9.公元 1938 年

历史时期黄河下游变迁示意噩

绪论 3

黄河中游地区是指内蒙古托克托的河口镇以下、河南郑邦桃花路以

上的黄河干流和支流流经的地壤，包括窟野、湾、无定河、扮河、渭河、洛河、

褂湾以及其他小的支流流经的地区。黄、河中带河段捷经黄土高原东部。

黄土高原，地域相当广阔"南倚秦皇令，北摸阴山，西至乌黯岭，东提太行

山，有今由西全省和陕西、甘肃两省的大部，兼有宁夏回族自治运租内蒙

古自治运的一部分，甚至还涉及青海省东部和河南省西北部一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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