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都江堰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都江堰史>>

13位ISBN编号：9787030131058

10位ISBN编号：7030131053

出版时间：2004-8

出版时间：谭徐明、彭述明、 肖帆 科学出版社  (2005-10出版)

作者：彭述明 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都江堰史>>

前言

住都江堰建堰2260周年的时候，水利工作者们推出r《都江堰水利发展与文化丛书》，他们站在对现代
水利的认知高度，用可持续发展的全新理念审视都江堰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从不同方面对都江堰的
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和总结，客观、科学地分析了都江堰发展现状中面临的问题、挑战和实施
对策，对实现灌区水利现代化和推动灌区水利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科学的实施方案，并做出了富有成
效的实践。
这些成果使都江堰水利人以新的资源观和发展观为指导，围绕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
约和保护，不仅大力实施技术和管理创新战略，推进灌区基础设施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而且积极实
施体制和机制创新战略，推进灌区管理体制现代化，还进一步实施灌区水利队伍建设创新战略，推进
队伍素质现代化。
这些成果更对弘扬“李冰精神”，展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品格，提升都江堰世界文
化遗产的品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公元前256年，秦蜀郡守李冰率领人民群众创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川西平原从此成为“水旱从人，
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
在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都江堰始终运行不辍，为四川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
为此，历代对都江堰的维护和管理都非常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国家对都江堰进行了大规模维修、改造和扩建，健全了管理机构，强
化了用水调度，提高了科学管理水平，实施了法制化管理，使其灌溉面积由1949年的282万亩发展到现
在的1009万亩，灌区从川西平原的14个县扩大到川中丘陵区共7个市、37个县（市、区），还使其由单
一的灌溉供水，发展成为具有灌溉、城镇供水、防洪、发电、水产、旅游、环保等多目标综合服务的
大型水利工程，成为四川省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水利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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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都江堰史》是《都江堰水利发展与文化丛书》之一。
作者基于丰富的历史史料，分四个部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都江堰的历史沿革、科学成就及传统水利
工程技术、管理体系的历史演进、文化和宗教等。
资料翔实，论述视角新颖。
《都江堰史》可供水利、建筑、历史、地理研究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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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封王与开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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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7．1清后期经济衰败对都江堰的影响清代后期在内外危机的压力下，国家经济开始衰退，都江
堰的岁修因此受到经费不足困扰。
为了应付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大量军费，咸丰元年（1851）定四川为协济省，即将一省所征税收部分拨
交另一省，为财政困难的省份提供一些资助。
咸丰年间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定政局平稳的省份为协济省，加增税收，转拨急需军费的省份。
四川作为协济省，向民间借征四年田赋。
咸丰九年（1859）又开办“捐输”。
津贴捐输随粮并征成为常赋。
同治初年，战争平息后，仍照征不误。
作为四川田赋重要来源的都江堰灌区二十余年来为苛捐杂税所困扰。
由于物价急速上涨，由国库拨出的岁修经费已经远远不够维护之需，灌区用水户更无力兼顾灌区各堰
的维护，灌区水利工程岁修制度开始动摇嘉庆以来，都江堰的管理每况愈下，而岁修经费却逐年猛增
，岁修工程项目、工程量却一减再减。
道光初年，由于都江堰多年岁修疏浚不够，已经到了不能正常引水的程度。
据道光时水利同知强望泰的记载：当时他所见到的都江堰自内江江口至宝瓶口段的内江河道，沙石淤
积，滩地犬牙交错，河宽最狭不过四五丈，宽至十一二丈；走马河、蒲阳河分水口的锁龙桥、太平桥
段沙石堆积，滩地已辟为田园，或建有房屋①。
自咸丰十年（1860）至光绪二年（1876）平均每年增加一万多两。
但是，这一时期“江身日益淤，堤身日益坏，江水则年年横流”。
特别是同治年间，几近于年年报灾、年年动工大修堤堰。
同治12年的时间里，灌县以上重大水灾达9次之多，其中明显由于渠首段出险而致灾者有6次。
由于工程失修，内江一侧河道严重淤积，行水不畅，堤堰一决，内江水夺道南去，致使内江灌区缺水
，又加重了外江一侧河堰的灾情。
据丁宝桢光绪五年（1879）奏折，其时，仅灌县、崇庆、温江、崇宁、郫县、金堂等六县“其久经淹
没，不能耕种之田，有案可稽约二十余万亩”。
同时，水稻栽插期又常常水不至田间，春夏之交灌区下游的用水户被迫组织起来赴省城，到成绵道衙
门和四川总督府击鼓要水，“数十年来，积惯如此”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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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都江堰史》为都江堰水利发展与文化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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