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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水利研究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在以农业为主要生

产部门的传统社会中
,

农业水利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
。

明清时期
,

随着经济发展
,

人 口增加
,

人地矛盾 日益突出
。

少量 田地能够养活越来越多的人 口
,

主要是由于当时农业生产发展
,

粮

食总产量提高
。

在推动农业生产发展诸多因素中
,

农业水利建设是其中重要因素之 一
。

当前在

学术界对明清时期农业水利的研究只有少数地区
、

少量文章发表
,

还有很多地区和很多问题尚

需深入探索研究
。

著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彭雨新
、

张建民两位先生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

研究》一书 以下简称《研究》
,

为这一领域又增添了新成果
,

可以说填补了一项空 白
。

《研究》一书主要考察的是 明清长江流域的农业水利
,

全书共 章
,

万字
。

这本书是作

者在搜集大量文献档案
、

地方史志等资料的基础上
,

多年勤奋钻研的成果集结
。

书中史料扎
实

、

丰富
,

阐述清晰
,

体现了作者的深厚学术功底
。

明清时期
,

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
,

江浙
、

两湖
、

江西
、

四川都是重要产粮区
,

有大

量粮食输 出
,

这一发展与这时期该地 区农业水利的发展有重要关系
。

《研究》一书在吸收以往关

于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自成系统
,

对整个长江流域水利状况作 了综合研

究
。

系统性与全面性
,

构成本书的最大特点
。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地 区上的整体性
。

全书 自长江下游太湖平原开始
,

逆流而上
,

由皖赣沿江湖 区
、

鄂

湘赣丘陵山地
、

两湖平原
、

汉水流域
、

成都平原
,

直至上游滇池流域
,

都设立专章进行了考察
。

长江 中上游的水利是以往研究很少的领域
,

本书对两湖平原
、

汉水流域
、

成都平原
、

以及滇池

流域农业水利的详细阐述
,

为水利史研究作出了新贡献
。

其次
,

本书虽侧重于 明清水利研究
,

但作者对每一地 区阐述
,

都注意 了历史沿革的连续

性
,

对明清以前各地区水利发展状况的叙述亦不过于简略
。

如太湖流域是较早开发的地 区
,

其水利事业与各朝政权统治兴 替有关
,

书中以一定篇 幅对唐以后各代的水利建设作了介绍
,

使读者对该地区水利事业的变化发展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

又如苏皖沿江的好 田水利
,

作者

首先考证了抒 田的创始年代
,

认为其始兴 于五代十国以前
,

宋代是坪 田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

明清时期的抒田水利是历史的
‘

延续与发展
。

同样
,

对其他地区情况也作 了历史介绍
,

读后使

人们对全流域各地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连贯性有了一定了解
。

第三
,

一部全面的水利史应包括水利工程建设及其维护管理
,

本书在 内容安排上不仅涉

及了各地区各 时期水利建设概况
,

而且注重了水利修防与管理制度
,

后者正是以往研究 中较

为薄弱的一面
。

书中对皖赣湖区的好 田水利
、

鄂湘赣 山地的阪塘灌溉水利
、

两湖平原的堤坑水

利
、

成都平原的堰渠灌溉水利
、

以及滇池水利
,

都以专节较为详尽地叙述了它们的修防与管理

制度
,

如修防资金来源
、

堰好塘长制度
、

用水分配制度
、

管理方面的弊端等等
。

这样
,

全书从地域上
、

时
‘

间上
、

水利建设的具体内容上都给人以整体感
,

读者可以比较系



统
、

全面地了解整个长江流域水利事业的概貌
。

长江源远 流长
,

沿江两岸流域地质地貌不同
,

形成了各地区不同的水利类型
。

《研究》一

书注意总结各地区由于不同地质地貌以及水土关系变迁而形成的不同水利形式特点
,

以 及历

代治水管水的经验教训
,

注意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

提出了一些于当今有参考价值的见解
。

如

书中提到
,

太湖流域四周地势高仰
,

中部低落
,

河湖港汉密布
,

洪涝灾害频繁
,

这地区的水利

必先浚治江流
,

理顺江流与河湖港汉水道关系
,

保持水道通畅
,

并修建海塘好 围以防水储水
,

以资灌溉
。

皖赣沿江滨湖区水源充足
,

而淤积
、

围垦及洪涝灾害诸问题错综复杂
,

本地区长期

以来形成的好 田水利
,

正是能够集中体现本区水利特点
、

反映本区水利问题并堪称本区农业

生产关键的一种重要的农田水利形式
。

鄂湘赣丘陵地区地势起伏
,

平地少坡地多
,

水土流失

比较严重
,

水低地高
,

引水难度大
,

难以建立大型灌溉工程
,

因此
,

人们创立了众多类型因地

制宜的小型灌溉设施
,

形成破塘水利的特点
,

在山区农业发展 中起 了重要作用
。

两湖平原的

堤坑水利是适应湖区河湖交错的特点而发展起来的防水治水
、

垦辟并保护农 田的形式
,

不过

由于盲 目围垦
,

也导致灾害加剧
,

湖区洪涝灾害问题至今犹存
,

历史的教训可引为今夭的借

鉴
。

其他如汉水中上游与成都平原的堰渠灌溉水利
、

滇池流域的灌溉水利
,

都是适应本地 区特

点
,

在长时期 中所创造形成的不同水利形式
。

书中提出
,

这些水利形式以及劳动人民在与大

自然的长期斗争中所总结的治水管水经验
,

至今仍具有适用性与一定参考价值
。

书中的这些

观点都是值得注意的
。

《研究》一书研究的是水利
,

但作者没有就水利言水利
,

而是突出了人 口运动
、

社会经济

变化与农业水利的关系
、

社会阶级关系对农业水利事业的影响
,

以及反之
,

农业水利的兴废对

前者的影响
。

也就是说
,

农业水利事业是在与社会经济
、

阶级关系的交互作用中发展的
。

明清

时期
,

人口 增长
,

商品经济发展
,

农田面积扩大
,

山区开发垦辟
,

书 中突出了这时期水利事业

发展的这一时代背景
。

如皖赣沿江滨湖区的好 田水利在 明清之际曾遭受严重破坏
,

清代随着

经济恢复发展
,

旧有工程得以恢复
,

新工程兴建起来
,

同时
,

好田变迁并非单向的
,

有修 有

废
,

其总体趋势是不断扩张 坪田在苏皖沿江 区的耕地总面积中占有重要比例
,

好 田正常生

产力高于其他田地
,

在农业生产中有着重要地位
。

在鄂湘赣 山区
,

明清时期农业垦殖扩张
,

耕

地面积增加
,

兴起了大修水利的高潮
,

而另一方面
,

垦殖扩张与灌溉水利又有矛盾
,

盲 目垦

殖
、

植被破坏反而摧毁了水利设施赖以存在的条件 在破塘灌溉管理 中
,

阶级矛盾突出
,

豪强

霸占水利
,

兼并水田
,

影响了水利设施的维护与效能的发挥
。

在两湖平原
,

堤坑水利在湖区开

发利用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它的兴起发展
,

对该地 区生态
、

水土
、

水利
、

粮食生产都

产生了巨大影响 大面积土地垦辟
,

为湖广米粮生产
、

运销创造了条件
,

当时两湖成为全国最

大的商品粮产地
,

粮食大量接济江苏
、

浙江
、

广东
、

山东
、

陕西
、

山西等省 人 口变动在湖区堤

烷发展过程 中具有重要意义
,

人口增长是 围烷的重要动力 另一方面
,

盲 目地扩张围坑又 影

响了生态平衡
,

引起一系列关系失调
,

洪涝灾害加剧
,

最终 又导致经济效益降低
。

汉水中上游

山区的水利是随着 流民涌入
、

田地垦辟而发展起来的
,

曾对 山区开发产生积极作用
,

但由于

大规模地滥垦滥伐
,

造成植被破坏
,

水土流失
,

最终又导致冲淤堰渠破塘
,

破坏灌溉设施
,

反

过来对农田水利建设产生严重影响
,

并进一步影响了山区经济
。

书中关于水利与经济
、

水利与

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这些分析
,

资料翔实
,

事实充分
,

读来令人信服
。

《研究》一书又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
,

强调国家政权在农业水利建设与管理 中的作用
。

近

年来
,

封建政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引起了学界的充分重视
。

作者在对农业水利的研究中也注



意到了这一点
,

认为明清长江流域各地 区农业水利的发展与封建政权有密切关系
。

如太湖地

区的治水工程有许多规模较大
,

需费人
、

财
、

物力甚多
,

许多大工程都是由官员主持
,

政府出

资修建的
。

皖赣湖区的好堤修防中
,

官府一方面负责勘查应修工程
,

督率修防过程
,

处理冲突

纠纷
,

即起着官督作用
,

另一方面又动用官努修筑抒闸
。

在清前期两湖平原堤坑水利的恢复
、

发展过程中
,

清政府曾于康雍年间两次发官项银数十万两助修堤皖
,

于乾隆初年 实行
“

零星

土地垦种免科
”

政策
,

这些作法在很大程度丰促进了湖区堤坑的迅猛发展 同时
,

政府作用也

进一步深入到堤坑的修防管理过程中
,

组织协济修防
,

督令堤老坑总履行职责等等
, ,

很多时

候没有政府权威的干预就难以解决问题
,

各级政府在堤坑水利事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在成

都平原堰渠灌溉利用 生程中
,

经常出现分水用水矛盾
,

为稳 固用水秩序
,

地方官员要出面调

解
,

审理争水纠纷
,

制定颁发分水规章制度
,

以至直接主持分水
,

监督轮放
。

在云南
,

政府在

政策上给予特殊优待
,

对滇池水利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

如新垦土地免科
,

凡有水利之处的

各州县官员准加水利职衔
,

准借公项银助修渠坎
,

等等
。

总之
,

通过本书的阐述
,

人们可以较

为清楚地看到
,

在长江流域各地区不同形式水利事业的发展过程 中
,

无不体现了封建国家的

推动作用
。

《研究》一书以农田水利为中心
,

涉及了问题的许多方面
,

除上述外
,

还 引用大量史料
,

考察了水程工程技术进步
、

各地区水利建设成就
,

尽可能统计了有关地区水利工程数据
,

等

等
。

作者在许多方面的阐发
,

具有独到见解
,

富有启迪性 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具有较强的时代

意义
。

可以说
,

本书确实为近年来在水利史研究方面出现的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