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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地域广阔，特别是中部和东部平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大量运河存在，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
开发过程，在航运、水利、灌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影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京杭大运河是历史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是至今仍然活着的、流动着的
文化遗产。
千百年来，京杭大运河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起点，京杭大运河是杭州的生发之河。
“杭州”之名，由河而生；杭州城池，依河而建；江南名郡，借河而扬；两朝都城，因河而定。
京杭大运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也是杭州的“城市命脉”；不仅是哺育杭州成长的“母
亲河”，也是维系杭州兴衰的“生命河”。
迈人新世纪，杭州市围绕“还河于民、申报世遗、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三大目标，连续七年实施运
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工程，进一步增强了运河的生态、文化、旅游、休闲、商贸、居住、
水利等方面的功能，推动了运河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为运河“申遗”
作出了杭州应有的贡献。
　　近年来，有关运河的著作较多，令人欣慰。
但这些著作多半是知识性、普及性读本，学术专著尚不多见。
《中国运河开发史》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也标志着我国运河研究上了一个台阶。
《中国运河开发史》是一本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运河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性著作，作者大多是当前我
国历史学、地理学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仅娴熟各地运河的开发史，而且具有沿运河从事田野工作的
经历。
以“运河”这个词汇的概念为例，作者引用古今中外各种著名辞书、百科全书及其他文献，进行深入
研究和考证。
诸如此类的深入研究，在运河研究中尚属罕见。
此书的研究成果，值得向学术界推荐。
此书的出版，对于推动运河(杭州段)的保护和研究，早日实现京杭大运河“申遗”目标大有裨益。
我乐之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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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运河开发史》是由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领衔主编，邹逸麟、王守春、朱士光
等著名学者分别担任相关部分的编撰。
本书详尽论述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运河的起源、发展、演变、现状和历史作用，全书分八篇，分
别论述了黄河以北运河、山东运河、里运河、关中豫东与皖北皖中、江南运河、杭州段运河、浙东运
河、灵渠等各段运河，是目前关于运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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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明代对山东运河的管理。
明永乐初，朝廷对包括会通河在内的京杭大运河没有设置专职的总的管理人员，是以漕运总兵官兼理
河道事。
永乐十五年(1417年)，“命平江伯陈碹充总兵官，掌漕运、河道之事。
是时，又命都督陈恭、侍郎兰芳，继又命尚书刘观、新宁伯谭清、襄成伯李隆等往来提督，员外郎夏
济、主事刘文勇等分理。
后又命侍郎张信提督，监察御史、锦衣卫千户等官往来巡视，后悉召还”。
③就是在漕运繁忙时节，派中央官前往运河各地巡视管理。
永乐十九以后，对会通河沿线各处关键地，如济宁闸、徐州洪、吕梁洪、I临清闸等处，由中央派员主
其事，“皆三年更代”。
④宣德八年(1433年)陈碹死后，仍以漕运总兵官兼理河道。
景泰二年(1451年)另设总督漕运都御史，与漕运总兵官同理漕务，而治河职责乃转命漕运都御史兼理
。
⑤其后有感漕运、河道分理有所不便，天顺元年(1457年)又裁漕运都御史，由漕运总兵兼理河道。
然而工部则力主运河分段已有工部派官分段治理，不宜由总兵官兼理河道。
天顺七年(1463年)又复置总督漕运都御史，与漕运总兵官共理漕务。
成化六年(1470年)漕河淤浅，粮运受阻。
七年宪宗鉴于“近年以来，河道旧规，日以废弛，滩沙壅涩，不加挑洗，运船遇浅，动经数旬，转雇
盘剥，财殚力耗”。
为求有专员统筹河务，同年十月乃命南京刑部左侍郎王恕出任“总理河道”，此是首任总理河道官，
亦是明代河、漕分治之始。
但次年王恕即还京，改派赴南京户部任职。
故首任总理河道官任期未满一年。
⑥自后，仍由工部郎中、巡河御史和各省管河按察副史各段管理河道，工部认为：“运河洪、闸有本
部郎中一员，主事八员、巡河御史一员。
河南黑洋山有参议一员、张秋河道有佥事一员，兖州府同知一员管泉及各府皆有通判一员管河，立法
已密。
今若专设总理大臣，凡事听其节制，地远难遍，必致辞事，宜勿设使。
”于是成化八年(1472年)以后，“自后不设总理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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