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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视察水利工程。山西省省长刘振华(左一)，山西省
水利斤副厅长姚高宽(左三)，太原市水利局局长王顺敦(左=)。



难老采亭

一难老采俗称南海眼，为f祠风
光之精华，也是量水的主要源头。

鱼沼飞渠

难老采古老水孔

智伯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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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区

走渠

退水渠

南湖风光 晋祠稻田



工业供水车间

虹鲜鱼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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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夕，顺敦同志送来市水利局精心编纂之《晋祠

水利志》，嘱我代为作序，得以先睹为快。展卷研读，深感

晋祠水利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受益匪浅。

晋祠乃山西第一名胜。晋祠附近，物华天宝，地灵人

杰，诚为三晋文化之源流也。自春秋战国以来，晋阳地区

一直为山西经济、政治中心之一。唐代曾达到鼎盛时期，

三城相连，号称北京，兴盛繁荣堪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

相媲美。晋阳之盛，得益于晋水，亦即今日所称之“晋祠三

泉”。晋祠水利肇始于三家分晋时期，渠首是智伯瑶为水

灌晋阳城而兴建的，但战后当地人民“踵其遗迹”，引晋水

灌田，创造了我国最早的原始有坝引水枢纽。汉代以后，

灌区不断得以发展，唐代曾两次架汾建渡槽，引水入城，

至宋代已灌田六百余顷，如今仍有灌溉面积两千七百余

顷，素有“山西水江南”之美誉。

晋祠水利无论技术成就、管理规范，还是功能效益，

影响深远，皆可谓山西水利发展之典范。然而，更为珍贵

的，还在于它所留给我们之宝贵经验和历史启示。其一，

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水利兴，百业

兴。翻开志书不难看出，太原每个繁荣时期，无不与永利

大发展密切相关。同时，经济发展亦为水利发展提供了良

好环境。古代如此，今亦如此，这并非历史之巧合，而是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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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必然。其二，加强经营管理是水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晋祠水利历两千余年而不衰，关键在于有序的管理、其创

造之分水秩序、管理机制和岁修制度等，对当前和今后水

利改革仍具重要借鉴意义。其三，水利科技是水利发展的

助推器。晋祠水利从原始有坝引水，到现代化的渠系配

套、节约用水、综合利用，每一步重大变革，无一不是以科

技进步为先导，靠科技进步解决问题。对晋祠泉域的依法

管理，就是依靠科技实现水利可持续发展的结果。其四，

水利的发展，必须遵循自然发展之规律。过去由于我们一

味地开发泉水资源，忽略了对泉水的保护，终致千古名泉

断流枯竭，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优先保护，合理开发利

用资源，让人和泉水和谐相处，让泉水与经济文化共同繁

荣，这是今后晋祠水利发展必须解决的课题，也是由传统

水利向资源水利和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的基本要求。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今天，当水

利事业面向新的世纪，走向新的辉煌的时候，《晋祠水利

志》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正确认识和借鉴历史经验的钥匙，

这是顺敦同志和参加修志的同志们的初衷，也是水利系

统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愿同志们一读《晋祠水利志》。

是为序

山西省水利厅副厅长 姚高宽

2001年国庆



序二

晋祠灌区是全省乃至全国最古老的灌区之一。编写

一本反映晋祠水利发展的志书，是省城水利工作者的心

愿。现在，《晋祠水利志》和我们见面了，这是我们为新世

纪水利事业发展献上的一份礼物。

水是万物生命之源。素有“晋阳第一泉”美誉的晋水，

以其甘甜的乳汁，浇灌了源远流长的三晋文明，文化积淀

十分深厚。晋祠水利得晋水而兴，自春秋战国之交发端，

代有发展，历两千余载而不衰，在中国水利史上独树一

帜。

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晋祠水利焕发了青春。从50

年代开始，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对晋祠灌区进行了全面建

设，完善了渠系配套，建立了工农业分水闸，使晋祠灌区

成为太原西南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水源工程，为太

原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80年代后，随着晋泉流量的

逐步减少，在省、市人大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率先开展

了泉域水资源的监测和保护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为今后水资源管理和水利奠定了

较好的基础。同时，由于我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足，也

留下了一些难以弥补的遗憾。如名泉的断流，教训是深刻

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如实地把晋祠水利发展的经

验教训留给后人，为今后太原水利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



鉴，是我们编纂《晋祠水利志》的初衷。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在迈向新的世纪之际，太原水

利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总结晋祠和太原水利发展

的经验，我们感到，实现太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

须实现水利事业的率先发展。一是必须进一步加强水资

源的统一管理，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以水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必须进一步加强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引黄、修库、搞好新的水源工程

建设，为太原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防洪供水保障。三是必

须全力推进节水型农业、节水型工业和节水型社会建设，

把太原建设成为节水型城市。四是必须加大生态环境建

设力度，再造秀美山川，重现“锦绣太原城”。这也是我们

在编纂《晋祠水利志》中形成的共识。

《晋祠水利志》编纂过程中，得到各级领导和各界人

士的关心和支持，省水利厅副厅长姚高宽为志书作了序，

《山西水利志》主编张荷、李乾太同志多次审阅志稿，提出

了许多修改意见，原在市水利局和晋祠灌区工作过的老

同志，有的亲自为志书撰稿，有的无偿提供珍贵史实资

料，市水利局各科室和有关单位为志书提供了许多宝贵

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本志编修人员皆非专业修

志人员，缺乏经验，不足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水利

界和方志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太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武先龙
’

2001年10月



凡 例

一、《晋祠水利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如实、客观地记述晋祠水利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使之为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按新方志体例要求，以志为主，辅以述、记、

图、表、传、录、照片等。篇目采用横排f-j类，纵述始末，全

志结构分章、节、数字序号三个层次。

三、本志依据史书、文献、档案资料等编写。上溯到公

元前403年，下限一般至公元1997年，大事记自1 949年

至2000年。

四、本志以晋祠灌区水利为主线，兼含地域人文景

观。以灌区特点设置篇目章节。志首设目录，依次为图标、

照片、序、凡例、正文、附录，志末为大事记。正文按事物发

展先后分设章节，章节采用横排竖写的形式记述，尽量做

到纵横兼顾，随文配以必要的图表。大事记年主要采用编

年体记述。
·1‘



五、本志对历史上的朝代、年号、称谓等，采用历史纪

年，以汉字表示，括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涉及人物

时，均按当时称谓或直写其名。

六、计量单位均以1 984年国务院颁布的法定计量单

位和允许保留的市制单位记载。建国前按各历史时期使

用的计量单位记载，未作换算。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字体采用国家统一公

布的简化汉字。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七部门于1996年6月1曰起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规定》书写。

八、为便于读者使用与核对，本志所采用的主要文献

资料，在志末列出“参考资料”，其内容包括：编制单位，资

料名称、编制时间等。



概 述

晋祠泉水古称晋水，发源于太原市西南25公里的悬瓮山脚

下，有难老、鱼沼、善利三泉，三泉之中难老最大。在天然状态下，晋

祠泉水流量为2 m3／s左右。

晋水渠系的形成，当属春秋战国时，即公元前453年(周贞定

王十六年)，智伯为夺取赵家领地，引晋水淹晋阳城时，曾开凿过一

道水渠，史称为“智伯渠”。

东汉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人们利用“智伯渠”的遗迹，

加以疏浚，开始引晋水灌溉农田。据有关水利专家考证“智伯遏晋

水灌晋阳”的水攻工程，属无坝取水工程，“智伯渠”也是我国现存

的年代最早的灌溉渠道之一。东汉安帝元初三年(公元116年)，再

次修“智伯渠”，谓之晋水。当时，晋水仅有北河一条干渠，渠道经北

神桥入安仁、贤辅、古城、金胜等村灌田。隋开皇四年(公元584

年)，新开晋水中河、南河和陆堡河三条干渠。北河，经南神桥入晋

阳堡、东庄等村；南河浇索村、王郭、南张等村土地；陆堡河浇塔院、

大寺等村土地。当时，晋水拥有四条干渠．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到隋

开皇六年(公元j86年)。引晋水灌刚J习叫2()公里。

唐代晋水渠系．不论建设规模还是效益．均有较大发展。唐贞

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长史李勋架汾引晋水入东城。谓之“晋渠”。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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