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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秦汉隋唐几个强盛王朝的都城都设在关中，故而关中平原的水利建设兴旺发
达，有大中小型引河灌溉工程与井灌，尤其是持续了2000年以上的引泾灌溉工程在北方首屈一指。
同时，其漕运与都市用水事业也独具特色。
《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系统分析考察了关中地区较为典型的农田水利、都市给水、漕运三者的关系
，为现代关中水利规划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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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这种诏令条文的重新制定当然是刘仁师的重大贡献，但要使诏令长期持续地得以执行
，刘仁师还在工程设计上对渠系进行了改造。
原来中南渠、南白渠、祸南渠皆分别流人高陵县，向高陵县的分水地点较多。
经过改造的刘公渠与彭城堰把流向高陵的水统一在彭城堰中，其下才分支输水。
这种把主要各县之分水枢纽集中起来的渠系布局为控制好上下游分水数量提供了便利条件。
尤为重要的是刘仁师不畏强权、据法力争的精神为下游各县民众树立了榜样，也保证了新诏令的持续
执行。
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时代，泾渠分水法规皆承唐代制度，使下游高陵县的供水有了一定的保障，这也
可以说少不了刘仁师的开创之功。
高陵县长享水利之惠，民众富庶，经济繁荣。
据明嘉靖《高陵县志》，高陵一直是关中平原农业生产的重要地区，“土饶稼茂，家给人足，一有征
调，男无鬻产之忧，女无夜织之戚”，一片升平景象。
刘仁师兴修高陵水利不仅造福高陵一方水土，而且由此掀起了重修引泾灌区渠系斗门工程、新定管理
条例的全面整顿工作，开创了唐代引泾灌溉工程的新局面。
大和元年（827）六月修整高陵县界白渠斗门，是一个成功的试点工作。
当年十一月，就开始向引泾灌区各县推广其试点的成功经验，据《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准御史中丞温造等奏，修礼泉、富平等十县渠堰斗门等⋯⋯差少尹韦文恪充渠堰使，便令自择
泽清强官三人专令巡检修造”。
礼泉、富平等皆是三白渠灌区之县，且派遣的渠堰使也是专管三白渠修造事宜者，是知此次十县修造
渠堰斗门等工作是引泾灌区一次大规模的工程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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