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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治国之道——中国历代谏书》一书由许明、王宏刚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和上海9币范大学等单位几十位专家共同参与，历经8年时间，从我
国历代几千篇谏书中精选300余篇，由专家学者精心注释并翻译成现代汉语，字数110余万。
本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行政管理、土地治理、商业贸易、律政等等方面，是
我们中华民族历代志士仁人为兴邦安国、建设国家而前仆后继、献计献言的集大成之作，为国内第一
部有关历代谏书的文白对照全本。
本书的出版，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国家建设、领导策略、反腐倡廉等各方面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参
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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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治水议：宋濂篇目主题：治水【作者生平要述及篇解】 宋濂（1309—1381），字景濂，浙江浦江人。
元代曾官翰林编修。
朱元璋建立政权后，由李善长推荐。
被征到应天（今江苏南京），初授江南儒学提举，命受太子经。
未久。
改起居注。
以文学闻名，常侍左右。
洪武二年（1369）迁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为赞善大夫。
洪武九年，进学士承旨知制诰，兼赞善如故。
洪武十年致仕，十四年卒。
正德中谥文献。
明朝建国伊始，黄河便多次决口，洪水滔天，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大片良田转瞬之间便成泽国
，颗粒无收。
因黄河得不到有效治理，皇帝朱元璋深感忧虑。
多次派人祭祀黄河的同时，又特设都水监一职，专司管理黄河整治之事，但是效果皆不显著。
于是朱元璋令丞相召集群臣，共同讨论商定治理黄河之事。
在这种情况下，宋濂便上了这篇奏议，以陈己见。
奏议中宋濂的主导思想是治理黄河必须力行疏导，多开渠道、水流以分解水势，如此最后方能平息水
患。
奏议中首先讲明了黄河由于源头遥远，故来势凶猛水量浩大，易于成灾。
但由于古代大禹力行疏导，虽然没有其他的河流分解水势，也使得水势平缓，以至于无水患达700年之
久。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奔驰，黄河之水已改旧道，水灾屡屡发生，为害无穷，这是由于没有其
他的河水分流，又未行疏导所致。
后人疏导以后，黄河又平静了80年。
因此他得出结论：“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睹也。
”之后。
宋濂认为当今治理黄河必须效法前贤，力行疏导，以分解水势，减少流量。
最后批评了治河强塞的迂腐之见。
奏议全篇条理清晰，论证有据，文字简洁明快。
文中倡导的治水宜疏的见解有相当的合理性，疏导的方法永远是治水的惟一正确的方法，而塞堵则是
注定要失败的。
因此，此篇奏议不仅在当时有可行性，而且对后世治水，以及其他方面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值得我
们重视。
【原文】 比岁河决不治，上深忧之。
既遣平章政事嵬名，御史中丞李某、礼部尚书泰不花，沈两硅有邸及白马以祀，又置行都水监专治河
事，而绩用未之著。
乃下丞相会廷臣议，其言人人殊。
濂则以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国为甚远，其势湍悍难制。
非多为之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
何也？
河源自吐蕃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余泓若天之列宿然，日火敦脑儿，译云“星宿海”也。
自海之西，又汇为阿剌、脑儿二泽，又东流为赤宾河。
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阑之水从南会也，里木之水，复至自东南，于是其流渐大，日脱可尼，译云
“黄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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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东行，又岐为九派，日孙斡，译云“九度”也，水尚清浅可渡。
又东约行五百里，始浸浑浊，而其流益大。
朵甘思东北鄙有大山。
四时皆积雪，日亦耳麻不莫剌，又日腾乞里塔，译日：“昆仑”也。
自九渡东行可三千里，乃至昆仑之南。
又东流过阔哈剌别里赤与纳邻哈剌河合，又合乞儿、马出二水，乃折流转西至昆仑北。
既复折而东北流至贵德州，其地名必赤里。
自昆仑至此不啻三千里之远。
又约行三百里至积石，从积石上距星宿海盖六千七百有余里矣。
其来也既远，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导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底柱，及孟津，洛衲，至于
大侄。
大侄而下，酾为二渠，”载之高地，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趋竭石入于勃海。
然自禹之后无水患者七百七十余年，此无他河之流，分而其势自平也。
周定王时，河徙硷砾，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渐致湮塞。
至汉文时决酸枣，东溃金堤。
孝武时决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
此无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势益横也，逮乎宣房之筑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其后又疏为屯氏诸河
。
河且入于千乘间，德棣之河，复播为八，而八十年又无水患矣。
及成帝时屯氏河塞，又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衮豫，人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
。
由是而观，则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睹已。
自汉至唐，平决不常，难以悉议。
至于宋时，河又南决。
南渡之后，遂由彭城合汴泗东南以入淮。
而向之故道又失矣。
夫以数千里湍悍难制之河，而欲使_淮以疏其怒势，万万无此理也。
方今河破金堤，输曹郓地几千里，悉为巨浸。
民生垫溺，比古为尤甚，莫若浚入旧淮河，使其水南流复于故道，然后导人新济河，分其半水，使之
北流以杀其力，则河之患可平矣。
譬犹百人为一队，则其力全，莫敢与争锋。
若以百分而为十，则顿损，又以十各分为一，则全屈矣。
治河之要，孰逾于此。
然而开辟之初，洪水泛滥于天下，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盖财成天地之化，必资人功而后就
。
惑者不知，遂以河决归于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
此迂儒之曲说，最能偾事者也。
濂窃愤之，因备著河源以见河势之深且远，不分其流，决不可治者如此。
倘有以闻于上，则河之患庶几其有瘳乎。
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选自《宋学士文集》卷2【注释】 嵬名：西夏党项族姓氏。
李元昊继父而立后，不再接受唐、宋王朝颁赐之“李”、“赵”汉姓，而以元魏王室之后裔改姓嵬名
。
是知此平章政事嵬名氏，为党项族的后代。
 沈：同“沉”。
两珪有邸：中圆而两端像圭一样伸出的玉器。
 吐蕃：中国古代藏族政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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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政权崩溃后，宋、元、明初仍习惯沿称青藏高原为吐蕃或西蕃。
朵甘思：元朝置朵甘思宣慰司以统辖羌番，今青海等处皆为其地。
 必赤里：今甘肃贵德县。
 积石：即今甘肃临夏县西北之唐述山。
 龙门：即今黄河龙门古渡口，在河南省境内。
 底柱：又作“闵柱”，即今河南三门峡市黄河急流中的三门山。
 孟津：津名，在今河南孟县南。
相传周武王伐纣与八百诸侯会盟于此，故又名盟津。
 洛汭：洛水汇人黄河处，在今河南汜水县西北。
 大伾：即大伾山，在今河南浚县内。
 酾：分流，疏导。
 竭石：今河北竭石山，古为黄河人海口。
 砱砾：石头。
 金堤：指修筑得很坚固的江河堤塘。
今西起河南汲县、滑县，经濮阳、范县、山东寿张至张秋镇皆有古金堤，传为宋代所筑。
一说为东汉王景所修。
 偾事：败事。
偾：腐败。
 瘳：病愈。
【译文】 近年黄河决口而得不到有效治理，皇上对此深感忧虑。
即派遣平章政事嵬名氏、御史中丞李某、礼部尚书泰不花，将中圆而两端像圭一样伸出的玉器和白马
沉人河中以祭祀，又设置都水监一职专司治理黄河之事，但效果却并不显著。
于是乃令丞相召集群臣，共同讨论商定治理黄河事宜，唯人言言殊，各有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的观点是：黄河之源发端在西北，距离中原内地甚为遥远，其水势湍急暴悍难以控制。
不是使河水积聚就能减小水流，纯以人力是不能制伏它的。
为什么？
河源自吐蕃朵甘思西部仅七八十里，有泉水百余泓就像天上的星宿一样排列着，当地人称其为“火敦
脑儿”，译成汉语就是“星宿海”的意思。
自星宿海之西，又汇入了阿刺、脑儿两泽，又东流为赤宾河。
而赤里出之水由西面汇合，忽阑之水从南面汇合，里木之水，再从东南汇合，于是其流逐渐增大，当
地称之为“脱可尼”，译成汉语就是“黄河”。
黄河水就此东行，又分为九条河流，当地人称之为“孙斡”，译成汉语就是“九度”。
此时河水尚清浅可渡。
又向东流经五百里，河水开始变得浑浊，而其水势也越来越大。
朵甘思的东北部有座大山，一年四季都积雪，当地人称之为“亦耳麻不莫剌”，又称“腾乞里塔”，
汉译即是“昆仑”。
从九渡东行大约三千里，就到了昆仑山之南。
又向东流过阔哈刺别里赤，与纳邻哈刺河汇合，再汇合乞儿、马出两河，乃折返转向西流而至昆仑山
北。
即而又折返转向东北流而至贵德州，当地人称其为“必赤里”。
自昆仑山至贵德州不下三千里的距离。
又约行三百里就到了积石，从积石上距星宿海大约有六千七百余里了。
其源头既然遥远，其水势就必然凶猛浩大，所以神禹疏导黄河时，自积石经龙门，南到华阴，东下底
柱，接孟津、洛油，而至于大伾。
大伾以下，分流为两渠，在高地上就将河水分流。
迨洪水到达平原的时候，散流成九条河流，最后都流向碣石而一起注入渤海。
这样自大禹治理后黄河无水患发生达七百七十余年，在此期间没有其他的河流帮助分解水势，而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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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也自然平缓。
周定王时，黄河流向乱石，开始改变其故道，平原上的九条河流，其河道亦慢慢地湮塞了。
到西汉文帝时，决口于酸枣，东部的金堤崩溃。
孝武帝时，决口于瓠子口，向东南流而灌注于钜野泽，并串通于淮河和泗水，泛滥于十六郡，危害于
梁、楚之地。
这是由于没有其他的河水分流，又未行疏导所致，使其水势愈发汹暴。
等到汉武帝堵塞瓠子口，于其上修筑宣房宫，并重修河堤后，又在河北营造两渠，以恢复大禹的旧迹
。
之后，又疏导为屯氏诸河。
黄河刚一人千乘郡，德州与棣州一段的黄河，再被疏导分散为八条河流，自此之后，八十年间又没有
水患了。
到汉成帝时屯氏诸河堵塞，又决口于馆陶，波及东郡之金堤，泛滥于衮州、豫州，淹入平原、千乘、
济南诸郡，危害四郡三十二县。
由是观之，则黄河之分流与不分流，疏导与不疏导，其利害天糸已是昭然若揭，有目共睹了。
自汉至唐，水势平缓与泛滥决口无常，难以一一尽述。
到了宋代，黄河又决口于南岸。
宋室南渡以后，遂由彭城汇合汴水、泗水而向东南注入于淮河，以前的黄河故道又丢失了。
以数千里湍急暴悍人力难以控制的一条大河，而想使一条淮河就能疏导分散它汹猛的水势，是万万没
有这样道理的。
现在黄河冲溃了金堤，灌入曹州、郓州几千里之地，所经皆被淹灭，已成巨害。
百姓赖以为生的一切都陷入洪水之中而不存在，这比古代要严重得多。
莫不如趁此将它疏浚人旧淮河，使其水向南流而恢复其于故道，然后再导入新济河；分其一半的水量
，使它向北流以削弱它的力量，如此则黄河水患就可平定了。
就好比是一百人为一队，其力量强大，没有人敢与它争锋。
如果将一百人分成十队，每队十人，则它的力量便马上减弱了。
再将十人分作十队，每队一人，便全无力量可言了。
治理黄河的切要之处，不过如此而已。
然而开辟之初的洪荒年代，黄河洪水泛滥于天下，大禹挺身而出治理黄河洪水，黄河之水才开始于大
地上缓缓流行，大概是受天地变化所制约和节制原本如此，必须借助于人力疏导治理后才能就其位。
疑惑者不知道这些道理，遂把黄河决口的原因统统归于人事和天意，以人力强行堵塞的观点和做法一
直没有改变。
这是迂儒的曲说，属迂腐之见，最能败事的就是他们了。
对此，我私下深感愤怒，因此详细地叙述了黄河的发源，用以考见黄河的水势之深阔和源头之遥远，
不分其水流，便决不可能得到有效治理，泛滥还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假若我这篇奏议能送达到皇上手里，则黄河的水患就也许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理了。
然而我所说的并不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而是天下有识之士共同的看法和观点啊。
（李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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