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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利史话》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我国古代人民对水兴利除弊的历史。

兴利主要指兴修农田水利，开挖运河，拓展航道，以及建立城市供水、排水系统等；除弊主要就是指
排洪防涝，特别是防范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的泛决和沿海潮水的侵袭。
自古兴办水利和防洪治水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在四千年的悠悠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一批可歌可泣
的人和事，郑国、李冰、西门豹、郭守敬等都是其中当之无愧的英雄，他们都在实践中为我们后世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水利史话》由郭松义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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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松义，浙江上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主要从事
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
出版有《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等著作二十余部(含合
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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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元明清三代，北京成了统一国家的首都，是政治中心，但经济重心却在南方，每年的赋税主
要取自长江中下游诸省，特别是供养皇室、官员、兵弁的几百万石漕粮，需要从那里源源供应。
自明以来，漕粮要靠沟通北京与杭州的南北大运河承运，可偏偏运河某些地段的水文条件又很不好，
政府往往要花费很大的‘。
精力，才能勉强保持运道通畅。
这样，便促使一些人寻找办法，试图通过某种途径，以摆脱南粮北调的困境。
在京畿兴办水利，增加粮食生产，被认为是可行之法。
早在元代，丞相脱脱就建议，于京畿近地开发水利，招募南方人耕种，每岁可得粟麦百余万石，不烦
海运漕粮而京师食足。
明代水利专家徐贞明也强调：“神京雄踞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
”后来，清道光年间林则徐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
注意兴办京畿农田水利的另一个原因是，包括永定河在内的海河水系，经常发生泛决改道，按照“水
聚之则为害，散之则为利”，或“用之则为利，而弃之则为害”的原则，他们主张通过治水营田，获
一举两得之利。
清雍正时协助怡亲王允祥规划畿辅营田的陈仪，对此曾有很好的议论。
他说：治理水害和营田_相辅而行，与河川相连的沟渠洫浍排灌系统，没有一条不可以起到“行水”
和“分水”的作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利史话>>

编辑推荐

《中国史话:水利史话》是物质文明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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