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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抗洪 古有方略

受地域面积和地形地势的影响，我
国河流众多。从古至今，人们在生产生
活中一直想方设法治理水患。古人如何
治水？是否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埽工 就地取材，制作较快

埽 （sào） 工是我国特有的一种
在护岸、堵口、截流、筑坝等工程中
常用的水工建筑构件，用料包括柳
梢、芦苇、秸秆和土、碎石等。

埽工技术起源较早，先秦时期就
有类似的建筑，宋代已普遍应用在黄
河治理工作中。我国不同时期建造埽
工的材料和方法有所不同，最为成熟
的是宋代的卷埽法。根据《宋史·河
渠志》，埽和埽岸的建造方法大致如
下：

选地。先选择一处宽平的堤面作
为埽场。

铺料。沿地面密铺草绳，草绳上
再铺芦苇一类的软料，在软料上面压
一层掺有碎石的土，再将大竹索横贯
其间。

卷捆。将逐层铺好的埽料卷好后
捆起来，并用较粗的苇绳拴住两头，
做成埽捆。

就位。将埽捆运到堤身薄弱的地
方，将其推下河，并用小竹索系在堤
岸的柱子上，又在埽上打进长木桩，
直戳地下，把埽固定起来。

经过这几步，埽岸就建成了。
埽工技术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就地

取材，制作较快，能在短时间内建成
庞然大物，便于应急，而且柳梢、芦
苇、秸秆等软料具有柔韧性，可以缓
流留淤，所以常用于黄河等多泥沙河
流的护岸、堵口等，在临时抢险及堵
口截流中也特别有效。当然，埽工也
存在一些缺点，如体轻易浮，材料易
腐朽，需要经常修理更换，维护费用
高。现代黄河上的埽工已逐渐被土石
工和混凝土工取代了。

植柳 固堤护岸，防御洪水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在河堤上种植
柳树可以固堤护岸，防御洪水。《管

子·度地》中记载：“树以荆棘，以固
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这说
明先秦时期，我国就开始使用这种方
法了。

隋代以后，河堤植柳开始广泛推
广，《开河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大
业中，开汴渠，两堤上栽垂柳。诏民
间有柳一株，赏一缣，百姓竞植之。”
到了宋代，河堤植柳更是被写入国家
法律中。

明代，植柳防洪的方法更加成熟，
甚至有人总结出“植柳六法”，这个人
就是黄河治理专家刘天和。当时，黄河
经常泛滥，嘉靖初年更为频繁，接连几
位大臣治理无功。嘉靖十三年（1534

年），刘天和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管理
河道。运河要借黄河水源，但河道淤
塞，漕运阻隔。刘天和深入调查发现，
河南堤岸无一牢固。筑堤虽不是治水的
理想方案，但当时还是要靠筑黄河北岸
之堤，以保障漕运。那么，如何加固河
堤呢？刘天和便借鉴历史，在前人基础
上提出了卧柳、低柳、编柳、深柳、漫
柳、高柳的“植柳六法”。

这些方法实质上是一种积极的水
土保持措施。由于柳树根系长且密，
其深扎堤内，交织成网，可固定河
槽，控制水流。河岸植柳也是生态防
洪工程，因此被认为是“用力甚简，
而收效极大”。 据《中国应急管理报》

埽工、植柳——取材自然，固堤护岸

古时的防汛“神器”

入夏以来入夏以来，，我国从南到北先我国从南到北先
后出现了持续强降雨后出现了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防汛形势
十分严峻十分严峻，，抗洪抢险成为当务之抗洪抢险成为当务之
急急。。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洪涝是洪涝是
我国最为常见的自然灾害我国最为常见的自然灾害，，我国我国
古代怎样防汛抗洪呢古代怎样防汛抗洪呢？？

古人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

白鹤梁上的“石鱼”。 羊舟类似于现在的羊皮筏。

故宫的排水系统。

埽的示意图。

相比于疏浚九州的大禹、修筑都
江堰的李冰、守护黄河八百年安澜的
王景、治漳河沉巫婆的西门豹等治水
名人，身为专业治水专家的马臻、姜
师度、李仪祉的名字却很少有人知道。

马臻是汉代的治水能臣，汉顺帝
时任会稽太守，当时郡治内山阴县
（现浙江绍兴）水涝为患，干旱时又盛
行以巫术求雨，农桑不保，百姓时常
流离失所。马臻经实地勘察后，制订
出将会稽山三十六源之水整合为湖的
规划，发动民众于东汉永和五年（140
年）修筑了鉴湖，并修东、西两条湖
堤，此后八百余载，鉴湖附近再无凶
年。不过鉴湖的修建，损害了一些奸
吏、豪绅的利益，他们罗织罪名，诬
告马臻的鉴湖工程耗费钱财，淹没了
良田坟墓。马臻被押洛阳，“遂被刑于
市”，越地百姓感其恩德，不远千里将
其遗骸寻回，葬在鉴湖之阳，设祠以
祭，历代皆有修葺。值得一提的是，
革命先烈秋瑾便因家住鉴湖附近，取
别名曰“鉴湖女侠”。

《旧唐书》曰“傅孝忠两眼看天，
姜师度一心穿地”，唐玄宗年间太史令
傅孝忠喜好观测星象，姜师度则醉心
于修水利搞发明。唐朝初年契丹和奚
族虽已归顺，但玄宗年间其骑兵仍有
侵扰之举，为加强防御，姜师度在渔
阳 （现北京密云区） 以北“涨水为
沟”，以水利阻挡了契丹、奚人的侵
扰。在出任陕州（现河南三门峡峡州
区）刺史时，原来的地方官都是派民
夫用小车将太原仓的稻米运到江边装
船，姜师度则利用粮仓和河岸之间的

地势落差，修建了一条坡道，将米
“自上注之，便至水次”，省时省力，
成为一时美谈。此外他还陆续修建了
平虏渠、敷水渠、利俗渠、罗文渠，
引洛水和黄河水灌通灵陂，确实是为
官一处，治水一方。

最后一位李仪祉先生是中国近现
代史上的水利大师，他出生于渭北高
原，先秦时期的郑国、白公都曾在此
处治水。年轻时李仪祉在德国留学并
游历西方各国，对它们发达的水利事
业有着清楚的认识。1922年，李仪祉
就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提出建设

“关中八惠”工程计划，但因经费不
足，数年未能实施。后关中大旱，极
需水利建设，在华侨和主政陕西的杨
虎城将军帮助下，由李仪祉主持的泾
惠渠工程得以顺利完工，灌溉良田60
余万亩，实为中国近代化水利工程之
典范。

除却陕西地区的凿泾引渭，李仪
祉还主张治理黄河要上中下游并重，
防洪、航运、灌溉和水电兼顾，于今
日来说仍具有现实意义。此外，李仪
祉情系教育，在多所学校执教水利，
为国家培养大批水利人才。遗憾的
是，不及花甲李先生就已过世，于右
任先生为其书写挽联为：“殊功早入河
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

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农耕社会，
水利建设一直伴随历史的脚步向前推
进，中间涌现的治水能人何止千百，
这些为民谋利的人应该就是鲁迅先生
笔下的“中国的脊梁”。

据《海南日报》

历史上治水名人那些事儿历史上治水名人那些事儿

荀子说：“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
人”，说孙叔敖是楚国期思地的乡野之
人。孙叔敖年幼时丧父，他的母亲见
载于刘向的《烈女传·孙叔敖母》，里
面讲到孙叔敖年少时曾在野外游玩，
看到双头蛇出没，他将蛇杀死并埋
掉。当时的双头蛇被认为是灾祸之
物，遇到便会遭遇不幸。回家后孙叔
敖将此事告知母亲，说自己快要死
了，母亲问他双头蛇现在何处，他说
为避免双头蛇被别人遇到已经杀死埋
掉。孙叔敖的母亲倒是见识非凡，告
诉他“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说上天
公正无私只会庇佑品德高尚的人，你
一心求善，他日在楚国必有一番作为。

孙叔敖年轻时便成为治水颇有政
绩的地方官员。楚国地处东南，为水
乡泽国，水灾极为频繁。孙叔敖在期
思陂（今河南固始县）为官时，发动
当地百姓，利用山区下来的水流，在
泉河、石槽河修建水陂塘，用类似长

藤结瓜的样子分流河水，既疏导激流
防止水涝，又有陂塘积水灌溉农田，
使“山溆之湍波”成为“沃壤之美
泽”。

《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敖
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
可以为令尹也。”应母亲所言，孙叔敖
后来果真官拜令尹（楚国执政官，相
当于宰相），有了前面的治水经验，孙
叔敖又主持兴办了中国最早的蓄水灌
溉工程——芍（què）陂（淮河流域
著名古陂塘灌溉工程）。芍陂因芍亭得
名，靠近楚国北部，这里是东抗吴
越，北拒中原强国的战略要地。芍陂
修建后“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
为后来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
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到东汉年间，王景任庐江太
守，还修复过当时近乎荒废的芍陂，
不多时周边又再次富饶丰足，芍陂的
治水功用可见一斑。

提及苏轼，便会联想到他的诸多
诗歌。其实，苏轼治水实践众多，以
在徐州和杭州为官时最具代表。北宋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调任徐州
知州。黄河在澶州曹村附近决口，洪
水包围了徐州城，苏轼以身卒之，率
领禁军武卫营与全城百姓抗洪筑堤保
下徐州城。据说百姓感其恩德，担酒
携肉向其致谢，苏轼推辞不掉，便做
成红烧肉回赠给城中百姓，这就是徐
州名菜“回赠肉”的由来，东坡肉据
说也来源于此。

北宋元祐五年 （1090年），苏东
坡知任杭州时，西湖淤积严重，草漫
湖面，苏轼带领军民疏浚西湖，用淤
泥葑草筑起一道堤岸，其上又修石桥
六座，一改往昔“芜漫平湖、凋疏丰
岁”的情景，民谣有赞曰“西湖景致
六吊桥，一株杨柳一株桃”。到南宋
时，此处成为西湖十景之首，唤作

“苏堤春晓”。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以虎门

销烟为后人称颂，写下了中国近代史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其治水之功却
少有人提起。他在畿辅任职期间，总
结直隶地区多年的治水实践，写出
《北直水利书》。治理黄河期间，曾在
寒风中步行数百里，对几千个备用的
治水梁秸进行检查，并记录沿河的地
势，水流情况。

后因禁烟和抗英，林则徐被诬陷
谪戍伊犁。他结合新疆干旱少雨和出
产棉花的情况，推广可以将浅层地下
水自然引出地面的坎儿井和纺车，被
当地百姓称为“林公井”“林公车”。
林则徐前半生以虎门销烟名动华夏，
后半生以治水之功裨益西北。一生的
戎马倥偬、为民谋利，林则徐倒是践
行了他的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因祸福避趋之”。

鲜为人知的水利专家：马臻、姜师度、李仪祉

官员亦是治水达人：苏轼、林则徐

治水安邦的大贤：孙叔敖壹

《苏堤春晓图》（局部） 董邦达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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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农田，金沙江边的村民垒起江堤、种植柳树。

治水有法可依

自古以来，随着我国人民对洪涝
灾害防御、水资源配置、水资源保护
等方面的管理逐步深入，形成了内容
丰富的法律、制度和乡规民约。早在
春秋时期就有“无曲防”的条约，西
汉出台了《水令》和《均水约束》，唐
代有《水部式》，宋朝有《农田水利约
束》等，都对防汛抗洪有过或多或少
的规定，显然历朝历代都注重从制度
上来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而金
代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颁布实
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应
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

这部 《河防令》 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
的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初至八月
终”定为“涨水月”（也就是现在所说
的汛期），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必须轮
流“守涨”，不得有误。第二，规定朝
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
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
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
措施，维修加固堤防。第三，规定河
防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
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第四，
奖功罚罪，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
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
家据情处理。

《河防令》的颁行，不但对当时金
国占领下的黄河、海河等水系的防洪
工作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的河
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金以后各朝
代的防洪法规多由《河防令》引申而
来。

经过长期的实践，依法治水、依
法防汛抗洪，已经成为人们的自觉行
动，并且积累了大量的治水和防汛抗

洪经验：大禹疏导洪水的方法，成为
后世治国的借鉴；西汉贾让治河三策
中的“上策”，充分体现了人与洪水和
谐相处的思想；明代水利家潘季驯在
长期治黄实践中总结出的“筑堤束
水、以水攻沙”的治黄方略，更是对
今天的黄河治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早的水文站

在防汛上，我国古代十分注重水
文的观测和预警。我国古水文站有一
处罕世遗迹——白鹤梁。白鹤梁是重
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
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
水位高出 2~3 米，几乎常年没于水
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
部分露出水面，故而古人常常根据白
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
的枯水水位。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
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
江的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
文标志。白鹤梁石鱼题刻保存最好，
价值也很高。它记下了自公元764年
后断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共镌刻
163则古代石刻题记。所以，白鹤梁应
是世界最早期的“水文观测站”。

而在宋代，江苏的吴江（今江苏
省苏州）上立有两座水则碑，它们建
于1120年，也是古代著名的“水文观
测站”。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

“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
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
各月的最高水位。当时规定水位到达
第一个刻度，无论高田低田都不会受
灾；超过第二个刻度，极低田地受
灾；超过第三刻度，低田受灾……超
过第七刻度，极高的田地也会受灾。
如果哪一年洪水水位特别高，即于本
则刻上：哪年水至此。该水则上刻写
的最早年份（经换算）为1194年。

“羊报”预警汛情

古代不仅注重水文观测，也十分
注重汛情的预报和报警。古代黄河常
决口，淹没农田村庄。为防洪，便产
生了“水报”。这是一种和“兵报”同
样紧要的加急快报。这种汛情传递的
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在古
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
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行政主
官就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
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
口。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
沿河县份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
高观测，一俟水报马到，即通知马夫
接应，逐县传到开封为止。当时有的
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

古代，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
“羊报”。所谓“羊报”，就是报汛水
卒。清张九钱在其 《洛中集》 中对

“羊报”作了详尽的记载，黄河上游甘
肃皋兰县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
志，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根据历史
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如水位
超刻痕一寸，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
水涨一丈。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
迅速带着干粮和“水签”（警讯），坐
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随流漂
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

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在缓流处接
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
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
这种羊舟也很独特，它用大羊剖腹剜
去内脏，晒干缝合，浸以青麻油，使
之密不透水，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
沉，颇似皮筏。“羊报”执行的是一种
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古代的“羊

报”完成任务被抢救上岸后，有的因
在河中扑腾多天，早已饿死、撞死或
溺死，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

城市防汛有妙法

在抗洪上，古代也是方法多多。
首先是未雨绸缪。历朝历代都把修筑
堤坝、连通河道、疏浚塘湖作为头等
大事。刘崇远 《金华子杂编》 记载：

“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
者”，从南唐便有人从事垃圾淘决。孟
元老《东京梦华录》载：“每遇春时，
官差人夫监淘在城渠”，哲宗元祐四年
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丈有
五尺，禁公私侵牟”，可见河道清障在
宋代早已成为政府职责所在。明朝设
街道厅专司疏浚掏挖之职。清顺治元
年定令“若旗民淤塞沟道，送刑部治
罪”。

到了“汛期”，古代往往采取疏浚
与封堵的办法，对城市的内河沟渠，
通过护城河将城市内积水及时排出或
利用湖泊、池塘短暂蓄水；为避免江
河暴涨形成倒灌，在进城处设置水
门，既有效管控船只的往来，又对江
河与城市进行有效分割。在大江大河
通往内河处架设桥梁，既方便道路上
车马与行人的通过，大汛到来时插上
木棍、垒起沙袋堵住涵洞，又形成了
有效的屏障。在排水沟渠处设置单向
水窗，当城区水位高时在水压作用下
自动开启，当江水过高时在顶托作用
下自行阻断。很多分区设置巧妙利用
城防天然结构，平时管护极为简单。
北京的紫禁城和江西的赣州城就是这
样的例子，千百年来其防洪作用仍然
不减。 据《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