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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太湖流域治水思想的探讨

蒋小欣，顾 明

（苏州市水务局，江苏 苏州 !"$#""）

摘要：在分析太湖流域水系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就古代太湖治水涉及的防洪、排水、灌溉、除涝、河运、围田等，

分析了古人治水得失及其经验教训，以期在新一轮太湖流域防洪规划中有所启迪，指导现代太湖流域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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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的形成当今尚有不同的说法，主要有泻湖

型和河成型两种学说，但有关太湖治水的内容，古代

就甚为广泛：从其内容来看，涉及防洪、排水、灌溉、

除涝、河运、围田等等；从其历史来看，可追溯至商

周，大致可划分为：殷商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萌芽和起

源阶段；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初步建设阶段；唐代兴

盛时期的大规模建设阶段；宋、元、明、清时期的以寻

找下游排水出路为重点的河道整治阶段。太湖治水

虽然时快时慢，有得有失，但假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研究古人提

出的不少很有见地的治水主张和治水理论，或许能

给当今的太湖治水带来非常有益的启发。

@ 太湖流域水系的历史变迁

通常，太湖被认为位于全流域中部。因此，太湖

流域的水系便有上、下游之分。太湖北部以无锡梁

溪口为分界点，太湖南部以吴江吴 口为分界点，分

界线以西为上游来水区，以东则为下游出水区［"］。

清代太湖水系及沿岸 渎港位置分布见图 "。

(A 上游来水主要有南、西两路，南路为苕溪水

系，西路为荆溪（现称南溪）水系。南路苕溪水系包

括东苕溪和西苕溪两派。东苕溪源出天目山之南，

有南苕、中苕、北苕三条。南苕是主干，起自临安县

青云镇，东流经原临安、余杭县城后向北至瓶窑镇汇

合中、北两苕之水后统称东苕溪，继续北流经德清至

吴兴，主流在大钱口等口门入太湖。西苕溪源出天

目山之北各脉，向北流至吴兴县城后与东苕溪会合，

其主流由小梅、大钱等口入太湖。南路水系集水面

积约 :### T<!，古时入湖港口有 V! 条 港之多，虽

经沧海变迁，有些已经淤废，但主要入湖口门仍在，

仍是太湖洪水的主要来源［!］。

西路来水，自明代在胥溪河上筑东坝，隔绝了跨

流域的丹阳、石臼、固城三湖来水后，基本上以荆溪

水系和洮水系为源，总集水面积约9### T<!。荆溪水

系源出苏、皖、浙三省交界处的界岭，汇溧阳、金坛、

宜兴诸山来水，由南溪河东泄，最后在大浦港及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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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清代太湖水系及沿岸 渎港位置分布

近港渎进入太湖。洮氵鬲 水系汇集茅山山脉及镇、

丹、金一带的岗坡径流东泄，由宜兴百渎等港分散注

入太湖。

"# 太湖下游即湖东地区，在唐代还是汪洋一

片，并无明显湖界。经唐宋修建吴江塘路后，塘路两

侧逐渐淤出大片湖滩形成湖界。在围滩造田过程

中，沿湖又开了许多 港成为太湖洪水的出水通道。

太湖下游古有三江排水之说，即古娄江、吴淞江和

东江。

古娄江的故道和变迁，史册记载很少，说法也颇

多，但应不是现今的娄江。有关调查表明［!］，从太湖

辐射出来有一条线形低沙地带，从太湖起，通过阳澄

湖向东，经现浏河以北七浦塘以南一带入海，或许就

是古娄江的故道。娄江的湮废时间可能在吴越钱氏

以前或更早一些。

吴淞江故道，与现今路线基本一致，只是其河道

深广远不如昔。旧志记载唐时河口宽达 "# 里，北宋

时期尚有 $ 里，元代最狭窄处犹广 " 里，明初广 %&#
丈余（% 里约 &## ’，% 丈约 !(!! ’）。现上海市区的

苏州河宽仅 )# * &# ’。吴淞江以太湖瓜泾口为源，

出口随海岸线的扩展而东移，东晋时在青浦镇西的

沪渎村，唐代中期在江湾下沙一线以东，北宋时在浦

东高桥一带。

东江何时湮废，史无记载。以历史文献推测，)
世纪初东江尚存；& 世纪东江已趋萎缩；+ 世纪东江

已失大川之势；%# 世纪或更早一些全部湮废。东江

的古道及入海地点也众说不一，其出海口有金山卫

之说、乍浦之说和澉浦之说，古道之说就更多。%$,)
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在《江苏太湖以东及太

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报告》中分析认为：三江分

流处在今吴县 直以西，澄湖以北，淞江和娄江大致

经由吴淞旧江和昆山塘东泄于海，东江则东南穿过

澄湖、白蚬湖以及淀泖地区入海。

纵观历史，虽经沧海桑田，但太湖上游基本保持

着两路来水的格局，而下游则变化较多。唐宋 -##
年间，基本保持东、东北和东南三路排水格局，后逐

渐演变为吴淞江一路排水；明代以来随着黄浦江的

形成和发展，吴淞江更趋萎缩，呈现出“江衰浦盛”态

势，黄浦江逐渐替代吴淞江，特别是到了近代随着东

南沿海港浦的不断淤塞阻断，黄浦江已成为太湖下

游唯一的排水出路。

$ 早期的主要水利工程及其治水思想

%# 公元前 %% 世纪，商末周兴之际，中原文化进

入太湖地区，围绕着农业的耕作，太湖地区便有了水

利活动。据传无锡东南的泰伯渎是太湖地区最早的

人工河道。春秋战国时期，为了军事运输和发展农

业的需要，先后开凿了胥溪河、江南运河、胥浦、蠡

渎、黄浦等河道。这个时期是太湖治水的萌芽期，还

谈不上太湖治水思想，但这些河道的开凿客观上起

到了沟通湖西向东南排水入江的作用。

"# 秦汉及南北朝的主要水利工程，除了开通江

南运河，开凿破冈渎和上容渎沟通秦淮河和江南运

河水系外，更主要的是余杭南湖工程和丹阳练湖工

程的建设［!］。南湖位于旧余杭县城南，是太湖流域

兴建最早、规模最大、兼有滞洪和灌溉功能的水库，

分上湖和下湖两部分，上湖下湖总面积达 %(! 万余

亩（% 亩 . #(#-, /’"，下同）它拦蓄东天目诸山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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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纳潴溪水，分杀水势，渐泄归海”的作用，既制

约暴洪对余杭的侵害，又减轻杭嘉湖平原的洪涝威

胁。练湖位于丹阳城北，是继南湖工程后的又一个平

原水库，总面积 ! 万余亩，蓄水量超过 "### 万 $"。它

拦蓄高骊山、马鞍山、老营山一带的山丘坡地径流，

除害兴利，同时为农业灌溉创造条件。两大水库起

到了上拦下蓄的作用。

!" 隋唐至五代时期，进一步拓浚了江南运河，

兴建堰埭等治水建筑物，防止洪水侵袭两岸农田；初

步建成吴淞江以南的江浙海塘，形成太湖平原东南

部的沿海屏障。在此期间，兴筑与形成了吴江塘路，

把太湖约束在一定范围之内，为太湖湖界的形成和

湖东沼泽地的垦殖创造了条件。

#" 宋代涉及流域治理的水利工程建设并不多，

更多地体现在治水理论的讨论方面，期间出现过不

少较好的治水理论。宋初的水利问题主要集中反映

在以塘浦为四界的大圩古制的解体，以及适应土地

经营从“均田制”向“庄园制”过渡的小圩的建立，它

客观上适应了小农生产的需要。

南宋以后，随着太湖下游排水出路的日趋恶化，

以及吴淞江的屡浚屡淤、日趋萎缩，围绕东北和东南

通江港浦排泄太湖洪水问题出现了较多的主张［%］。

就东北港浦而言，其主流意见是东北港浦的主要作

用是引潮水灌溉沿江高田，兼泄地区涝水；太湖之水

若经东北港浦排入江海，是“导湖水经由腹内之田，

弥漫盈溢，然后入海，当潦岁积水，而上源不绝，弥漫

不可治也。”这时已经有了洪涝不分、无法根治水患

的认识，成为现代圩区治理方法中“高低分开、洪涝

分治”思想的先驱。

$" 对于太湖地区向东南方向的排水通道，在东

江湮塞之后已由很多港浦分担，就入海口就有金山

浦、小官浦、芦沥浦、澉浦等，也有“柘湖十八港”、“华

亭沿海三十六浦”之说，足见当时东南沿海的港浦很

多。由于受到当时水利技术水平限制，随着东南海

岸线的不断内缩，在填筑海塘过程中逐步封闭了东

南海口，加上黄浦江的不断发展，东南地区大面积的

排水逐渐被迫改由黄浦江出海。

% “掣淞入浏”及其历史使命

&" 两宋以后，太湖地区的水利基本上围绕着围

垦与禁垦以及乱垦争垦进行着。到了元代后期，东

南沿海港口已所剩无几，吴淞江海口段严重淤塞的

范围又由 &# ’$ 发展到 ("# ’$。明永乐元年苏松大

水后，户部尚书夏原吉经过详细查勘，决心放弃吴淞

江海口段，因势利导，调整排水出路，疏浚昆山夏驾

浦，掣吴淞江水北达浏河，改由刘家港（现浏河）出

海，成为后人争议颇多的“掣淞入浏”［)］。

’" 夏原吉在采取“掣淞入浏”措施的同时，为了

改善淀山湖一带众水汇集壅积、出路不畅的局面，开

挖了范家浜。至于古范家浜的位置，夏原吉在奏疏

中称：“松江大黄浦乃通吴淞要道，下游遏塞难浚，旁

有范家浜至南跄浦，可通达海，宜浚令深阔，上接大

黄浦以达泖湖之水”。又据清《嘉定上海县志》：“古

黄浦在其南，吴淞江在其北，浜居中流”。据此推断，

南跄口是范家浜故道，是当今外白渡桥一段的黄浦

江。开挖范家浜之后，导水归海，颇具效果，也从此

使吴淞江成为黄浦江的支流，而黄浦江成为太湖地

区的排水干河，呈现出“江衰浦盛”的局面。但“江衰

浦盛”真正的原因不是“掣淞入浏”的结果，更不是吴

江塘路阻水促淤的后果，而是自然界发展的必然规

律。因为吴淞江南北地势低洼，两岸支流众多，所纳

太湖之水沿途分散，越向下游，水势越弱，淤积越甚，

形成恶性循环；而黄浦江则不同，它承纳上游来水，

由支入干，由干入海，越到下游水势越壮，可以冲开

淤滩，冲大河槽，形成良性循环。此后的 (## 多年

中，黄浦江虽也因潮进潮出多有回淤，多次疏浚，但

大体能保持一个稳定的段面，始终担负着太湖下游

唯一排水大河的重任，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掣淞入浏”顺应当时太湖下游的排水状况，

使刘家港保持了 "## 多年的通畅局面，有效地解决

了当时的排水出路问题，但随着黄浦江的逐渐扩大，

终于也淤成普通一港。“掣淞入浏”通而复淤，终于

废弃，说明“掣淞入浏”仅仅是顺应当时排水状况的

救急善策，在自然界此畅彼塞、此盛彼衰的规律面

前，它已完成历史使命，也说明太湖之水经东北港浦

排江入海并不是长久之计。

( 古人治水启迪

古人治水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也留

下了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当今，太湖流域的新一

轮防洪规划正在编制，古人的经验和教训，或许能在

规划的指导思想、洪水出路的安排、区域与流域的协

调、区域与区域的平衡等方面对今人有所启迪。

&" 古人在太湖流域洪水的出路安排及其治理

思想和工程布局上体现了“上节、中分、下理”和“吞、

纳、吐”均衡发展、统筹安排的思想［)］。即在流域上

游有节制地控制入湖水量，在流域中部适当地考虑

分流，在流域下游则需理顺排水出路。对太湖湖体

而言，则需考虑进出水量的平衡。单锷关于处理太

湖洪水的观点和措施，就是“杀其入，宣其出，利其

泄”，提出了“上杀、中分、下导”的指导思想。郏侨则

更明确主张决水阳江之水入于西江（即东坝以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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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由芜湖、当涂入长江），决常、润之水入于北海（即

北入长江），决杭州山源之水入于浙江（即杭州湾），

使水不入太湖为害。因此，在进行当代流域防洪规

划时，必须考虑到流域防洪需要统筹流域全局，流域

与区域要统筹兼顾，区域与区域之间要平衡发展，做

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对于

湖西、浙西的入湖洪水应有所控制，不能毫无节制地

全部入湖；对于太湖湖体而言，由于 !""! 和 !""" 年

大水以后已对环湖大堤进行了加高加固，完全可以

适当抬高太湖的防洪水位，增加太湖蓄量。这也是

充分利用雨洪资源，解决太湖水资源不足的措施之

一。对于太湖下游的洪水出路，黄浦江有足够的能

力宣泄太湖洪水，但由于受平望调度水位的影响，太

浦河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泄洪作用。

!" 关于区域治理及通江港浦。宋代郏 说，开

东北诸港浦导水（太湖水）入江海，违反“水性就下”

的自然规律，沿江沿海地势高，排水路程远，只有在

盛水时“决之则或入江海”，水稍退反而会导致东水

西流，北水南注。这是对现代太湖流域防洪规划中，

希望利用阳澄区沿江河道排泄太湖洪水思想的最好

回答，也是现代圩区治理措施中“洪涝分治、高低分

开”的最早思想基础。

对杭嘉湖平原的出路问题，清末《乍浦纪源》作

者盛沅讲：浙江诸水要迂行百五十里出海，“欲其不

壅滞为患，难乎不难”，主张杭嘉湖之水“十分之二三

出黄浦，十分之六七由乍浦出海”。抗御 !""" 年太

湖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实践也证明，南排工程才是

解决杭嘉湖洪水的真正办法。

至于打开东南沿海排水通道问题，前人虽只有

议论没有行动，但并非不知其重要性，究其原因可能

是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难以建闸，畏海潮甚于畏水

潦，不敢轻举妄动而已，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完

全解决了这个问题。

#" 关于吴淞江排太湖洪水问题。自明初开范

家浜后，吴淞江逐渐失去太湖地区排水主干的地位，

淤缩成为黄浦江的支流，下游水系这一巨大变化是

自然规律演变的客观结果。元周文英早在《论三河

水利书》中就说：吴淞江海口段淤塞是“海变桑田，非

人力可胜”。在夏原吉治水以后，明、清两代的治水

者也有不少人仍没有改变以吴淞江为排水主干的传

统观念，不承认“浦已夺淞”这一现实情况，而继续多

次大浚吴淞江海口段，据统计，从清末至民国吴淞江

共浚过 !# 次，结果是屡疏屡塞，越开越小。因此，当

代再考虑吴淞江宣泄太湖洪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值

得进一步认真探讨。

参考文献：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 $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第

四卷）［%］$ 北 京：中 国 水 利 水 电 出 版 社，!""!$ !"&’ (
!")#$

［)］孙顺才，黄漪平 $太湖［%］$北京：海洋出版社，!""*$ )+ (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 $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

地理调查考察简报［,］$历史地理，!"-!，!（!）：& ( -$
［.］太湖水利史稿编写组 $太湖水利史稿［%］$南京：河海大

学出版社，!""*$*’ ( +’$
［+］黄宣伟 $太湖流域规划与综合治理［%］$北京：中国水利

水电出版社，)’’’$
［#］顾浩 $ 中国治水史鉴［%］$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 ( #’$
（收稿日期：)’’.!’-!*’

!!!!!!!!!!!!!!!!!!!!!!!!!!!!!!!!!!!!!!!!!!!!!!!

编辑：高渭文）

（上接第 #. 页）

$" 浚湖筑岛的总布局。浚湖土方的输送费用

很高，从湖内输泥到岸上，近则 . /0，远则 !’ /0，要

花费很多资金。同时在岸上安排堆泥场，征地费用也

很高。据目前在湖区疏浚工程计划，挖泥和近距离输

泥费用约 !’ 元 1 0*，而征地及其他费用达 + 元 1 0*。

因此设想在湖中挖泥，在湖中就近筑岛。筑岛填土高

度 &0，每 !# /0) 为一个疏浚单元，挖泥 #.’ 万 0*，筑

岛面积 ’2"/0)。岛周围作护岸，岛上填土经三五年固

结以后，可以作各种无污染行业的开发，也可以整岛

出售，开发高级休闲区。有些岛条件较方便的可以通

公路，通行轿车；有些岛条件不便，可以作为离岛。岛

的售价可以抵销大部分或全部工程费用。

!" 第一期浚湖区域。第一期先疏浚东部太湖

的东太湖湾 +) /0)，西山区 .’ /0)，南湖区 "’ /0)、胥

湖区 ++ /0)，合计 )*& /0)；西 部 太 湖 的 贡 湖 区 &’
/0)，小梅口区 *) /0)，太浦 口 区 !# /0)，合 计 !!-
/0)，总计 *++ /0)。疏浚土方 !2)# 亿 0*，筑岛 )’
座，见图 ! 虚线所示范围。

#" 浚湖的论证工作。浚湖工程先要做可行性

研究，对浚湖所获得的防洪、供水、环境、水产、旅游

等各种效益进行测算，征求社会各方意见，并对筑岛

的效益进行市场调查。

由于浚湖土方大部为沉积软土，筑岛时需要采

取排水技术，以增加固结速度和填土强度。这种技

术虽然在国内已有多次成功经验，但在太湖仍需作

小规划现场排水固结试验，以求可靠。待第一期工

程取得成功后，可以进一步研究全湖的疏浚工程，并

可进一步增加各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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