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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的拓展

何德、幸

隋代大运河贯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河流，成为隋唐帝国南北

交通大动脉，迄今仍被利用，是古代中国一个伟大的工程。但早在隋炀帝修筑大运

河以前，通过人工渠道联系自然河流，业已形成跨越南北的水路交通，如果不是政

治上的分裂，在运渠畅通的时候，一个人要从当时的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乘船北

上，越长江、淮河、黄河，通过河北平原腹地的人工运河进入今天津市区，并不是

件多么困难的事。可以说，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分裂政权不断开凿而隐隐形成

的这一人工水道，促成了隋统-以后大运河的开凿。

一、联系钱塘江与长江的人工水道

《史记》卷 29((河渠书》称早在先秦时 z

荣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泪会。于

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

湖。

所谓鸿沟，即泞河，则从先秦时即有人工渠道连通黄河与济、汝、泪水，达于长江 o

"通沟江淮间"当指吴凿币沟至江达淮北进中原之事①。至于"三江、五湖" ，((集解》

引述三国吴人韦昭的意见"五湖，湖名耳，实一潮，今太湖是也，在吴西南。"((索隐》

称"三江，按《地理志>>，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东入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东北至会

稽阳羡县东入诲，南江从会稽吴县南东入海，故《禹贡》有北江、中江也。五湖者，郭

① 《左传》哀公九年 2吴"城币，沟通江淮。"杜预注于部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

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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璜《江赋》云具区、洗诵，彭蠢、青草、洞庭是也。又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日五湖。"司

马迁本人认为三江五湖是指太湖流域与宁绍平原上的河流湖泊，所以在《史记·货

殖列传》中说"夫吴自|蜀庐、春申、王痹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

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长江下游今宁绍平原、太湖流域，未全面开发之时，河流众多、湖泊密布，所谓

"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注，触地成) iI ，枝津交渠'吧。其地越人"水行而山处，

以船为车，以揭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②。早在先秦即通过人工连通河流湖

泊，形成由今绍兴达于长江的水道，于史有征。《越绝书》卷 2(( 外传记·吴地记》

称"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人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

入大江，奏广陵。"这是指从今苏州抵达长江的水道。同书卷 6(( 外传·记策考》称

吴王夫差兴兵伐吴，战于就李，"大风狂发，日夜不止，车败马失，骑士堕死，大船陵

居，小船没水。川就李"((史记》卷 31(( 吴太伯世家》记为"横李" , ((集解》引西晋杜预

语，称"吴郡嘉兴县南有槽李城也。"则从今苏州南至今嘉兴当时亦通水道，这与大

运河走向一致。同书卷 8(<外传·记地传》亦称"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

亭，去县五十里。"这说的是从山阴即绍兴至上虞间的水道。吴伐越以舟师，越攻吴

亦然。《国语·吴语》称越王句践趁夫差北上争盟而灭吴"命范蠢、舌庸率师沿海

溯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溯江以袭吴，入其郭，焚其

姑苏，徙其大舟。"不仅范蠢所率为"沿海溯淮"的部队为舟师，句践必"溯江"入吴，

最终消灭吴国都城附近的水军，所率中军亦当以水军为主@，则从会稽亦有水道北

通至吴，不仅能通行租赁肝脏小舟，亦能行驶较大的战舰④。

这条久已形成的水道，魏晋时仍不断改进利用。《南齐书》卷 14(( 州郡志上》

"南徐州、1"条说"南徐州，镇京口。吴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

权初镇之。"说明孙权创业时，利用的正是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与吴郡、会稽间的

水路交通，控制江东，并转运吴、会粮食，向长江中游发展。由于这一水道需要穿越

常州、镇江间宁镇山脉形成的丘陵地带，地势高而土薄⑤，通航不易。据称孙吴末

① 《水经注》卷 28(( 河水中》。

② 《淮南子·齐俗训》。

③ 参蒙文通，((吴、越之舟师与水战))，收于氏著《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④ 《太平御览》卷 315 引《越绝书》曰伍子背水战法: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

战士二十六人，榷五十人，舶萨三人.操长钩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可见其时战

船情形。

⑤ 《太平御览》卷 170((州郡部))"润州"条引《舆地志》说丹徒界内，土坚坚如蜡。谚云:

‘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产出，可以摄生自奉养.丹徒地可以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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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岑昏"凿丹徒至云阳①，而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垄，功力艰辛"②，应是对这条

水道的大规模整泊。西晋末，陈敏于此间筑练塘，东晋初年晋陵内史张闹费 21 万

功(功为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作量) ，修新丰塘③，利于农业灌溉，但同样亦利于水

道交通，至北宋时还被利用④。《舆地纪胜》卷七"丁卵港"注寻 1<< 舆地志>> : "晋元帝

子衷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洒，奏请立埠，丁卵制可，因以为名。"亦属对此条人

工水道的整治。

吴黄龙元年(229) ，孙权最终择都建业，加强对三吴内地的政治控制，借重吴、

会财源，初亦利用吴、会至京口间的水道。嘉禾六年(23 7) ，孙权命左台侍御史都俭

为监工，"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名运渎"⑤。吴、会粮运当亦由京口溯江西

上，入秦淮河，复经运渎运至仓城。运渎而外，复有东渠、糟沟，作用亦同⑥。

由于此一水道须由吴、会向北至京口，再溯大江西上 180 里人秦淮河，途程迂

远且常为风涛所阻，遂有新开运河之举。《太平御览》卷 73<< 地部·堪壤问 I <<吴

录>> : "句容县，大皇时，使陈勋开水道，立十二壤以通吴会诸郡，故船不复出京口。"

《建康实录》卷 2 赤乌八年(245)八月条说:

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至支阳西城，以通吴、会船

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垛，通会市，作邸阁。仍于方山南截淮立垛，号曰方

山域。

《建康实录》的作者许肯自注说 t

案 2 其渎在句容东南二十五里，上七域，入延陵界，下七垛入江宁界。初东

郡船不得行京(口)行(长〉江也，晋、宋、齐因之。梁避太子讳，改为破墩渎，遂

废之，而开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预上分流，一源东南三十里，十六垛，入

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垛，注句容界。上容渎西流入江宁秦淮。后

至陈高祖即位，又埋上容而更修破岗。至隋平陈，乃诏并废此渎。

① 按 z丹徒即镇江，云阳即今江苏丹阳。

② 《太平御览》卷 170(( 州郡部))"润州"条引《吴志》。

③ 参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④ 《宋史》卷 96((河渠志)):宣和五年 (123) 五月臣僚言:‘镇江府练湖与新丰塘，地理相

接，八百余顷，灌溉四县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渭河一尺，其来久矣。今堤岸损缺，不能贮水，乞

候农隙次第补聋。".

⑤ 《建康实录》卷 20

⑥ 《建康实录》卷 2 .赤乌四年 (241)十一月诏凿东渠.名青溪，通城北笠潮沟。"自注说:

"潮沟亦帝所开，以引江潮……接运渎，在西州之东南流入秦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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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岗渎"意即掘断山岗而成的水渠。该渠在今江宁(时称湖熟)县东境立埠堪断秦

淮河，抬高其上游水位，使其得以行船，利用秦淮上游河道，经过今江宁龙都、湖熟、

杜桂、赤山湖，接句容读。句容渎截断茅山山脉北缘与宁镇山脉南缘间东西向的山

丘，全长 30 多华里，起至今句容小其，中经何庄庙、毕墟村、量龙店、吕坊寺，在今江

苏丹徒宝捻镇接香草河，最后与原晋陵一京口间的运河相接，从而连通要、会水

道①。这条人工运河穿越山岭，地势较高，水源有限，所以 30 多华里的渠道上设置

14 道拦河堪(域) ，节节调蓄水位，形成一个个人工船闸，船只过埠，需用人工或牛

力牵引，冬日水枯或遇旱则难通行。《梁书》卷 53(( 良吏·沈璃传》说"湖熟县方tlJ

域高峻，冬月，公私行侣以为艰难， (齐明)明帝使璃行治之。璃乃开四洪，断行客就

作，三日立办。"梁朝废破岗渎，另凿句容渎，新渠 55 里，立 21 埠，亦属改善运道之

举，((建康实录》所谓避太子萧刚讳而废破岗渎，当属民间传言，不可从信，萧刚生于

梁朝建立后，如需避讳，命名取字时就应想到，不必等到事后如此大兴事力。

东晋南朝破岗渎或句容渎虽属联系吴、会的便捷水道，利于公私行旅，但运输

能力毕竟有限"要想依靠破岗渎解决大宗物资转输问题，是不大可能的，吴会粮谷

糟运，还须取道京口。所以东晋时一旦京口附近被挠，京师粮谷即告恐慌。这也可

以说明，破岗渎作为交通路线，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只能起辅助作用。建康、会

稽间真正的运输枢纽，仍然是京口。"②《陈书》卷 12(( 徐度传子敬成附传)) : "吴明彻

北讨，出秦郡，别遣敬成为都督，乘金翅自欧阳引域上溯江由广陵。"这一史实说明，

直至陈时，吴、会大型船只还须通过京口水道入江。

如前所述，东晋南朝，京口至会稽间的水道在晋陵至京口亦即今常州至镇江

间，并非畅通无阻，徐敬成由吴兴入江"引埠上溯"亦说明这一点。会稽至吴郡间

的水道，在经过今杭州附近时，亦有多重堪埠，以人牛力牵引过往船只，遇旱为保证

灌溉用水，则难通行。《宋书》卷 91((孝义·郭世道传子郭平原附传》说:郭平原为

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人，"又以种瓜为业。世祖大明七年大旱，瓜读不复通船，县

官刘僧秀憨其穷老，下渎水与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岂可减溉田之水，

以通运瓜之船。'乃步从他道往钱塘货卖。每行来，见人牵埠未过，辄迅椅助之，己

自引船，不假旁力。若自船已渡，后人未及，常停住须待，以此为常。"钱塘即今杭州

附近最有名的堪埠，当属西陵域及其附近由数道堤堪构成的柳浦埠，为当时行旅往

来的必经之途，因而此处过埠税亦相当可观。《南齐书》卷 46(( 陆慧晓传顾宪之附

传》说:南齐永明六年，"时西陵戍主杜元鳝启:‘吴兴元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

① 参王引:((六朝时期的方山壤与"破岗渎η.收于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编《六朝史论集)).

黄山书社 1993 年版。

②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队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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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常岁。西陵牛埠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元蘸如即所见，日可一倍，盈缩相兼，略计

年长百万。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埠，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长四百许万。西陵戌前

检税，无妨戌事，余三蝶自举腹心。'"西陵戍当即防遏禁卫此处堪域而设，因而附带

收税职能。另外，会稽附近有回踵蝶、都赐埠①，当亦有助于水运。

二、长江、黄河间水道的拓展利用

连结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的水道，以淮河为中心，淮河以北利用从河南、山东

东南人淮的颖水、涡水、泪水等河流及附近湖泊，通过人工建造的堪渠调蓄水源，以

达黄河;淮河以南则利用人工渠道沟通湖泊与河道，与长江相通 o 魏晋南北朝时

期，淮河流域作为南北争夺的中心地区之一，南北政权都重视通往淮河流域的水

道，使长江、黄河间的水路交通进一步拓展。《水经注》卷 6(( 淮水注》对于自长江人

淮河的水道有较详细的叙述:

淮水右岸，即淮阴也。……县有中渎水，首受江于广陵郡之江都县。......

旧江[渠 ?J水道也。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部城，城下掘深

沟，谓之韩江，亦谓之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地理志》所谓渠水也，西北至

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引江入垛，六十里至广陵城。

..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

注樊梁湖。(中渎水)旧道东北出，至博芝、射阳二湖，西北出夹耶[邱汀，乃至

山阳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风，陈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适渡。渡十

二里，方达北口，直至夹耶[邱 ?J。兴宁中，复以津湖多风，又自湖之南口，沿东

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后行者不复由湖。故蒋济《三州论》曰"淮湖纤远，

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登穿沟，更凿马澈，百里渡湖者也。"

据上述记录，吴王夫差从今扬州东南 60 里的长江边开掘深渠，引长江水东北至广

陵(今江苏扬州) ，复北流与樊梁湖汇合 F在樊梁湖东北开凿人工河道，引水东北流，

汇博芝湖、射阳湖;又在射阳湖西北凿渠引水至淮河边的山阳城(即淮阴城，亦即今

淮安)。夫差在长江引水口同时修筑部城，所以这条渠道被称为币沟，亦即《水经

注》所说的中读水。据《水经注))，汉末建安年间陈登因中读水先东北流至射阳湖，

复西北至山阳城，途程"纤远"，且射阳湖水体辽阔，有风涛之险，加以改建。樊梁湖

① "山阴回踵域"见《宋书》卷 100(( 自序 h 山阴城外三里处有都赐蝶，见《梁书》卷 51((处

士·何点传子何脱附传》。其为二域还是一燎两名，难以确定。

5 



[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 2 辑]

至长江沿币沟旧迹，从樊梁湖正北凿渠至津湖，再由津湖正北凿渠 100 里引水至马

懒(即白马湖)①，再从白马湖引水入射阳湖西缘而至山阳城。亦称为中读水。回

余庆师指出"改道后的中渎水，在三国两晋时期发挥了颇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效

用。吴太平元年(256) ，吕据、唐咨等军自江都入淮翻以伐魏，曾利用过这条水道。

西晋末年陈敏出为广陵度支及广陵相，槽运江南米谷以济中州，也利用了这条水

道。或许陈敏在利用中有所修治，才造成了《水经注》中的错乱。晋代祖邀、桓温、

刘裕等人从江南经略中原，都曾由此道北出。谢灵运《撰征赋)):‘发津潭(津湖)而

迥迈，逗白马以想岭，贯射阳而望币沟，挤通淮而薄南城。'这里所说的，就是义熙十

二年(416)他自己受命劳刘裕北伐军时循中渎水入淮的经过。"②

田先生所说"((水经注》中的错乱"，指引文中"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风，陈敏因穿

樊梁湖北口"这一史实，((水经注疏》中熊会贞认为，此"永和中"当因涉上文"永和

中，江都水断"一句而误，西晋末人陈敏如有改创，当在晋惠帝末永安或永兴(同为

公元 304 年)时。而引文中蒋济《三州论》中的"陈登"，((水经注明。本又作"陈敏"，

以魏初人而述 80 年后西晋末事，更属无稽 o 但无论将上述改作系于汉末的广陵相

陈登还是西晋末的广陵相陈敏，抑或二人均有创树，亦不能解释引文中"永和中，江

都水断"及"兴宁"时中读水再一次改道之事。如《水经注》所述有征，则在东晋穆帝

永和年间 (345-352) ，中渎水长江引水口一度阻塞，至晋哀帝兴宁年间 (363-365)

又加恢复，并改变陈登或陈敏时中渎水的路线，在白马湖南端凿渠引水，沿白马湖

东岸，达于白马湖北口，从而避开白马湖的风涛。按兴宁元年九月桓温率舟师北

伐，兴宁年间中渎水改建当因此事而起，事在兴宁元年正月至九月之间。《南齐

书·州郡志上))"北究州"条称东晋穆帝永和中北伐时说"淮阴旧镇，地形都要，水

陆交通，易以现衅 Q 沃野有开殖之利，方舟运槽，无他屯阻。"查《晋书》卷 8((穆帝

纪))，苟羡于永和八年三月镇淮阴，则其时中读水道犹未阻塞。

《晋书》卷 79((谢安传》称谢安于泪水之战后于广陵附近建新城，"筑埠于城北，

后人追思之，名为召伯埠。"((太平御览》卷 73((地部·堪蝶》引《述征记》说"秦梁埠

到召伯埠二十里，召伯埠至三枚蝶十五里，三枚埠到镜梁埠十五里。"今江苏扬州北

有召伯湖，当因召伯蝶而得名。当谢安屯新城时，谢玄等正越淮河沿泪水经营北

方，召伯等堪埠当是为了改善中读水南段运输而修筑的。直到陈朝，中渎水仍为南

方北上的通道③。

汉末魏初，曹氏与孙吴争夺淮河流域，就曾调集大量水军南下。《三国志》卷 l

① 按白马湖应属今高邮湖的一部分。

② 田余庆:((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收于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113 页。

③ 见《陈书》卷 9<< 吴明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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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纪)):建安十四年"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谁，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

淮，出肥水，军合肥。"卷 2(( 文帝纪)):黄初五年，"秋七月，行东巡，幸许昌宫。八月，

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旗，浮淮，幸寿春。……九月，遂至广陵，赦青、徐二州，改

易诸将守。冬十月乙卵，太白昼见。行还许昌宫。"次年，"五月戊申，幸谅。……八

月，帝遂以舟师自谁循涡入淮，从陆道幸徐。九月，筑东巡台。冬十月，行幸广陵故

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腔旗数百里。"同书卷 14((蒋济传》说，黄初六年 (225) ，

魏文帝曹巫率军南下至广陵以图攻吴"济表水道难通，叉上《三州论》以讽帝。帝

不从，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议者欲就留兵屯田，济以为东近湖，北临准，若水

盛时，贼易为寇，不可安屯。帝从之，车驾即发。还到精湖，水稍尽，尽留船付济。

船本历适数百里中，济更凿地作四五道，献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断湖水，皆引后船，

一时开遏人淮中。"川，

抵达广陵。同书卷 5((后妃·文德郭皇后传》称"六年，帝东征吴，至广陵，后留樵

宫。时表留宿卫，欲遏水取鱼。后曰"水当通运槽，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当复

私取宫竹木作梁遏。今奉车所不足者，岂鱼乎?"则曹魏不仅以水军出战，后勤保障

亦多赖水运。

黄初五年曹巫率水军至广陵，所取水道为"循蔡、顿，浮淮"，而达寿春(今安徽

寿县) ，沿淮而东至淮阴，再从淮阴循中渎水南至广陵;次年则从谁(今安徽毫县)沿

涡水达淮河。郭氏以"水当通运槽"而拒绝"遏水取鱼"则表明南下水道水源紧张，

并非畅通无阻，因而建安十四年曹操在谁治水军沿涡水至合肥，只能造"轻舟"。

《三国志·文帝纪》记黄初六年三月有，"行幸召陵，通讨虏渠。"据谭其骥先生考证，

讨虏渠西起河南漂河，东抵河南周口，连结汝、颖二水上游①。讨虏渠虽利于河南

腹地水运，但从"讨虏"之名可以推断，主要还是使泼、颖二水相互调节，利于东南通

淮。

当曹魏后期执政的司马鳝试图加强对淮河流域的控制时，邓艾主张对京师通

往淮河的运渠进行大规模整治。《晋书》卷 26((食货志》说"帝因欲广田积谷，为兼

并之计，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地。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

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糟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邓艾主持的淮河南

北屯田，成效显著，为治史者所习知，而运渠也得到很大改善。据该《志))，邓艾建议

"省许昌左右诸稻田，井水东下" "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掘，大治

诸肢于颇南、跟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每东南

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三国志》卷 28((邓艾

传》称"正始二年，乃开广糟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

① 见谭其骥主编孔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三国·两晋时期"， 7-8 幅，索引坐标⑤一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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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晋书》卷 1((宣帝纪》记其事于正始三年 (242) ，称是年，

"三月，奏穿广渭渠，引河入泞，溉东南诸肢，始大徊于淮北。"

治史者往往对邓艾建议实施后，淮河流域屯田的实效关注过多，而对于其水道

改善不置一词。((水经注》卷 22(( 抄水注》说 z 沙水过陈县(今河南淮阳)北"又南，

与广槽渠合，上承庞官肢，云邓艾所开也。虽水流废兴，沟渎尚聘。昔贾遥为魏豫

州刺史，通运渠二百里余，亦所谓贾侯渠也，而中渠复，交错盼陌，元以辨之。"百尺

渠地当今河南沈丘，据《水经注))，沙水上承渠水，亦即范荡水或范荡渠，((汉书·地

理志》称为狼汤渠，((水经注》同卷径称为渠水，此水在荣阳北与黄河相接，南北向，

南结颖水，为脏水源头，又与泪水支流相通，((水经注》卷五称该渠乃"大禹开荣浑，

开之以通淮、洒"，自古即是黄河通往淮河的水道枢纽。《晋书·食货志》所说淮阳、

百尺二渠与《水经注》所说广槽渠不知是否为一回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

7-8幅《三国·魏》在今河南沈丘标有百尺堪，当即为百尺渠，与《水经注》所谓广槽

渠位置相符。而淮阳渠不详所在，个人认为《晋书·食货志))"淮阳渠"为"帷阳渠"

之误。《三国志》卷 1((武帝纪》记 z 建安七年 (202)正月，"公军谁……遂至泼仪，治

帷阳渠"，地当今河南商丘南。从前述曹操从谁率水军沿涡入淮以达合肥这一事实

看，曹操治帷阳渠，当属引帷水南接涡水，补充涡水水量，利于与老家谁郡的水路交

通，为即将发动的袁、曹官渡之战作准备。邓艾要改善东南糟运，步曹操后尘"修

广"帷阳渠为情理中事。

邓艾《济河论》文字无存，但其主旨当为"开河渠"或"引河入泞"。并许昌左右

的稻田用水以济运渠，水源毕竟有限。《晋书》卷 47((傅玄传傅瓶附传》说"自魏黄

初大水之后，河、济泛溢，邓艾尝著《济河论))，开石门而通之，至是复浸坏。抵乃造

沈莱堪，至今充豫无水患，百姓为立碑颂焉。"邓艾"开石门"当即于黄河南岸修立石

堪，束黄河之水勿使漫流，并置水闸，开闭有时，需要时开闸引黄河水入济水，复入

洒水，以助运糟。泪水入淮处即所谓洒口，在淮阴上游不远处，更利于北方水军利

用中渎水道南下。时黄河中下游沿线，地称石门者非惟一处，邓艾所开石门，当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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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汗水与黄河相接处①。此石门一开，既能引黄河水注于泪水，亦能通过穰荡渠下

注汝、颖，充、豫受益，石门成为控辖淮河东北各支流的总枢纽，亦因此成为十六国

及东晋时南北军事争夺的战略要地。

《晋书·食货志》及《邓艾传》所谓"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

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无水害"所指，为水运之道无乏水之虞，对于农耕的破坏

却非常严重，西晋建立后，淮河流域水灾频繁发生，杜预等主张毁坏邓艾主持修建

的新肢，同时指出"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酒肢。洒肢在遵地界坏地凡万

三千余顷，伤败成业。"杜预所说"1日渠"应即曹圣时曾利用过的汝、颖、涡水，邓艾

设计的新运道，主要利用偏东的泪水河道，并筑捆肢等新肢，加以调蓄，以保证运道

畅通。据《志))，对于杜预等决坏新肢的主张，"都督度支方复执异"，杜预指出非

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

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郡县要发展生产，而

度支、都督或军家偏重之"利"在于运道畅通，因而发生争执。这说明当时要保证

从洛阳到淮河的水运畅通，殊为困难，甚至要以破坏农业生产为代价。

西晋咸宁元年(275)的这场"军家与郡县"之间的争论，最终郡县占了上风，朝

廷采纳了杜预等人的意见，这也意味着邓艾为防范"东南有事"而建立的通过泪水

从洛阳到淮上畅通的水道，运输能力弱化甚至丧失，汝、颖二水重又成为通向淮南

的主要水路，而其时西晋正筹划灭吴战争，表面上让人难以理解。我们认为，其中

关键在于当时西晋业已据有巴蜀，水路进攻的主要方向为王溶在长江上游重新组

建的水军，出奇兵顺流东下，而不是通过汝、颖或洒水，浮淮循中渎水达于广陵。是

后西晋灭吴，下游二军，琅邪王司马{由出涂中、安东江军王浑出江西取横江，进军路

线均为皖北，未见有大规模的水军。

① 《水经注》卷 5(( 河水五))"(河水)又东过豪阳县北，滚荡水出焉"下注说:西汉末河rt决

坏，未及得修 .rt渠东侵，日月弥广，门阁故处，皆在水中。"东汉明帝时王景治河，从蒙阳至黄河

入海口，千里之地十里一水门，更相回注，元复渗漏之患东汉顺帝阳嘉中"又自 rt 口以东.

缘河积石为堪，通渠飞东汉灵帝时又增修石门，以遏渠口，水盛则通注.津耗则辍流"邓艾"开

石门"，"引凋人泞当因曹魏初，黄河决口河济泛溢".tr 口石门阻塞，遵东汉旧迹而改建。前

秦持坚发起混水之战，"运糟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椒"(((普书》卷 114((符坚载记下训，经石门

而达汝、掘，此石门当即邓艾所开之处。从"自河入石门"可知，此石门距黄河干流还有一段距

离，从东晋南朝争夺石门的相关史实看，其位置当在今河南豪阳境。《水经注》卷 7<<济水一》说 g

"济水又东，合荣渎，渎首受河水，有石门，谓之为豪口石门也。……荣渎又东南流，注于济，今无

水。……济水与河，浑涛东注，自西缘带山隙，秦汉以来，亦有通否。晋太和中，桓温北伐，将通

之，不果而还。义熙十三年，刘公西征，又命刘遵考仍此渠溜之。始有激浦东注.而终山崩塞塞，

刘公于北十里，更凿故渠通之，今则南渎通津 .)11涧是导耳。"东晋时桓温、刘裕北伐所争之"豪渎

石门"无疑即邓艾所开之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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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战争频繁，从黄河至淮河的水路不可能维修整治，但其

利用价值仍在。公元 383 年，前秦荷坚举国伐晋，虽亦打算组建水军从巴蜀东下，

袭"王潘楼船下益如1"之故伎，但无疑将淮河流域作为主攻方向，"东西万里，水陆齐

进。运糟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旗"①。

南朝梁时，史学家沈约观察当时南北对峙形势，有如下的分析:

夫地势有便习，用兵有短长，胡负骏足，而平原悉车骑之地，南习水斗，江

湖固舟樨之乡，代马胡驹，出自冀北，掖楠豫章，植乎中土，盖天地所以分区域

也。若谓毡装之民，可以决胜于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楼船之夫，可以争锋于

燕、冀，岂或可乎。虞诩所谓"走不逐飞"，盖以我徒而彼骑也。因此而推胜负，

殆可以一言蔽之。

沈约认为南北分裂是由地理形势决定的，并且认为政治上的分裂会因南北地理上

的隔绝而长期维持下去，显然是错误的，但就东晋南朝的史实来说，沈约的分析也

有一定道理。地处舟梧之乡，习于水斗的江南政权，在东晋及刘宋中期以前，常将

其"楼船之夫"越过黄河，逐鹿于中原，或者依赖黄、淮间的水道作为后勤保障，但并

不稳定的黄、淮间水道，或因北方政权扼据要津，或因水源缺乏，运糟不继，声势浩

大的进攻往往锯羽而归，甚至全军覆没。不过，这些军事行动毕竟证明了其时黄淮

间水道的情况，有必要加以简单叙述。

东晋穆帝永和八年(352) ，趁十六国后赵乱亡之际北进，"中军将军殷浩帅众北

伐，次酒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荣阳太守刘遂戍仓垣"。②《晋书》卷 98((桓温

传》记其事说"温遣督护高武据鲁阳，辅国将军戴施屯河上，勒舟师以逼许洛，以谁

梁水道既通，请徐豫兵乘淮、洒入河。"戴施据石门得手，殷浩未循泪水，而是溯淮达

寿春(即寿阳) ，率众 7 万欲沿额水进据许昌、洛阳。因前锋姚襄倒戈兵败颖上而

返。

东晋太和四年(369) ，桓温率众 5 万北伐前燕。"军次湖陆，攻慕容障将慕容

忠，获之，进次金乡。时亢旱，水道不通，乃凿巨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

河。……遂至桔头。先使袁真伐谁梁，开石门以通运。真讨礁梁皆平之，而不能开

石门，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自东燕出仓垣，经陈留，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垂

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③。湖陆、金乡地当今山东鱼台

东南及金乡，当初殷浩没按桓温的意见"淮、酒入河桓温自己则加以实践，从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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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 114((持坚载记下》。

② 《晋书》卷 8((穆帝纪》。

③ 《晋书》卷 98(( 桓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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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泪水北上，通过凿渠引巨野泽湖水而达黄河①。在其沿泪水北进的同时，遣袁真

沿汗水或帷水向西北进军，争夺石门，保障槽运②，但前燕"慕容德屯于石门，绝温

粮酒。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断温馈运"③。石门未开、陆运被断，桓温虽已率

军溯河至于彷头，结果大败而归，一世英名付之东流。

桓温彷头之役后，南方北进基本上沿泪水水道，这一选择既是受北方局势限制

的结果，洒水水道比之汝、报等水道，更易于通航也应是重要原因。

泪E水之战后，东晋趁机北进，"以(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冠军将军桓石虔径造

涡、旗，经略旧都……充州既平，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督护闻人黄谋，堪吕梁

水，树栅，立七域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槽。"④吕梁地当今江苏徐州东南，为洒

水所经之地。谢玄立七蝶断吕梁水，当然是为了保障泪水灌运畅通，同时这也说明

谢玄在肥水战后经营的重点是以彭城(即徐州)为中心的洒水沿线，并没有"径造

涡、旗，经略旧都"。吕梁从此成为彭城东南扼据调水水道的重镇，取代石门成为南

北争夺战略要地。

东晋末刘裕灭立国今山东的南燕及消灭关中的后秦，所取水道均洒水。《宋

书》卷1((武帝纪上》记刘裕灭南燕的行程说"舟师发京都，溯淮入泪。五月，至下

那，留船舰韬重，步军进琅邪。所过皆筑城留守。……停江、淮转输，馆谷于齐

土。……公至下邦，以船运韬重，自率精锐步归。"同书卷 2(( 武帝纪中》记义熙十二

至十三年，刘裕率军攻后秦的行程及相关处置说:

九月，公次于彭城，加领徐州刺史。先是，遣冠军将军檀道济、龙嚷将军王

镇恶步向许、洛，羌缘道屯守，皆望风降服。伪充州刺史韦华先据仓垣，亦率众

归顺。公又遣北克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军入河。仲德破索虏于东郡凉城，进

平滑台。十月，众军至洛阳，围金捕。……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师进讨，留彭城

公义隆镇彭城。二月，冠军将军檀道济等次漳关。三月庚辰，大军入河。索虏

步骑十万，营据河津。公命诸军济河击破之。公至洛阳。七月，至陕城。龙嚷

将军王镇恶伐木为舟，自河浮渭。……九月，公至长安。十二月庚子，发自长

① 巨野泽是当时沿洒水入黄河的重要补充水源。《宋书》卷 64<<何承天传》记其御边之策，

其中说又使野湖泽广大，南通沫、测，北连青、齐.有旧县城，正在泽内。宜立式修复旧堵，利其

绿遏，给轻舰百艘。寇若入境，引舰出战，左右随宜应接，据其师津，毁其航溜。此以利制车，运

我所长.亦御敌之要也"

② 《晋书》卷 81(( 毛宝传子穆之附传》说温伐慕容吨.使穆之监凿侄野百余里，引汶会于

济)11 0"据《水经注》卷 26. 汶水源出泰山，北流汇滩水入海，与清、润元涉。可见桓温此次北伐，为

保障测水入河水路畅通，对周围水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③ 《晋书》卷 111 ((慕容吨载记》。

④ 《普书》卷 79((谢安传谢玄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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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以桂阳公义真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留腹心将佐以辅之。闰月，公自洛入

河，开泞渠以归。十四年正月:f戌，公至彭城，解严息甲。

《魏书》卷 35((崔浩传》记其事说"泰常元年，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础，舟师自淮、捆

入清，欲溯河西上。"实即桓温北伐时所走水道。X1J裕回程则从"开作渠以归"彭城，

所用大致为苦日邓艾所设计的水道。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再一次"北伐"以图遏止北魏对河南的进攻，他认为"虏

所恃唯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稿辙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

二戍，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

也。"①"及大举北征，以(王)玄漠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受辅国将军萧斌节度。玄

漠向晴辙，戌主奔走，遂围滑台"②。进军路线亦为清、泪人河这一水道。不过因王

玄漠处置失宜，兵败滑台，这年冬天，北魏皇帝亲率骑兵一直攻到长江边的瓜步，南

宋词人辛弃疾所谓"元嘉草草，只赢得仓惶北顾"。

元嘉二十七年以后，南朝政权开始向淮河一线退缩，其水军再未到达过黄河。

宋明帝泰始二年，宋将沈攸之奉命进攻北魏将领薛安都于彭城，"攸之等米船在吕

梁，又遣军主王穆之上民口，穆之为虏攻覆米船，又破运车于武原，攸之等引退，为

虏所乘，又值寒雪，士众堕指十二三"。次年秋，"太宗复令攸之进围彭城，攸之以

清、洒既干，粮运不继，固执以为非宜，往反者七"③。南朝最后一次利用清、洒水道

越淮河北进，为陈太建九年(577)吴明彻北伐。"明彻军至吕梁，周徐州总管梁士彦

率众拒战，明彻频破之，因退兵守城，不复敢出。明彻仍注清水以灌其城，环列舟舰

于城下，攻之甚急。周遣上大将军王轨将兵救之。轨轻行自清水入淮口，横流竖

木，以铁锁贯车轮，遏断船路。诸将闻之，甚惶恐，议欲破堪拔军，以肪载马。马主

裴子烈议曰:‘若决堪下船，船必倾倒，岂可得乎?不如前遣马出，于事为允。'适会

明彻苦背疾甚笃，知事不济，遂从之，乃遣萧摩词帅马军数千前还。明彻仍自决其

堪，乘水势以退军，冀其获济。及至清口，水势渐微，舟舰并不得渡，众军皆渍，明彻

穷庵，乃就执"④。

由于北方传统上不习惯用船，北魏稳定地控制究、豫以后，从黄河至淮河的水

路并未得到很好的利用。《魏书》卷 79((成淹传》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幸徐州，

教淹与闰龙驹等主舟樨，将泛洒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稿嗷，淹以黄河竣急，虑有倾

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敷淹曰:‘联以恒代无运糟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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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书》卷77((沈庆之传队

② 《宋书》卷 76(( 王玄漠传》。

③ 《宋书》卷 74(( 沈攸之传》。

④ 《陈书》卷 9(( 吴时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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