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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流域圩 田 的兴筑与管理

庄华峰 满创创

【提 要 】
皖江 流域的 圩田 是皖江人民在长期 治 治 水 实践 中 创造的农田 开发 的

一

种独特形 式 。 皖江

圩 田在其兴筑过程中 , 形成 了 诸如创 新围 垦形式 、 因地 制 宜 发展农业生产 以及采用 科学 方 法养护 圩堤等特

点 。 在圩 田管理上 , 皖 江流城建有一套相 对健全的 水利管理机构和管理制 度 , 并取得 明 显的 管理效应 , 从

而 有效保障 了 圩区 的正常 有序运转 。 然 而 , 圩田这种 垦殖形 态利弊并存 , 过庋地开发势 必会带来相应的环

境 问题 最直接的 表现便是 灾 害 的频繁发 生 。
这种深刻 的历 史教训 必须铭记 。

【关键词 】 皖江流域 圩 田兴筑 圩田 管理 自 然 灾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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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江流域指 长江流 域安徽段 的两 岸地 区 , 包括安 江 及其 条支流使这一地区水 网密 布 , 并在皖江及近

庆 、 池州 、 太平 、 庐州 和 宁 国 五府 县 所厲 地 区 。 皖江 湖 附近形成大 片土质肥沃 的低洼地 。
因 此 , 从 自 然环境

流域是安徽省 经济 实 力 最 为强劲 的地 。 同时 , 该 流 上看 , 这里无疑具有发展农业水 利建设的优越条件 。 这

域也是圩 田 的 重要分 布区 域 。 皖 江圩 田 是皖江流 域人 是
一

方面 , 另
一

方面 , 由于皖江流域泥沙淤积 , 使 湖床

们在 长期治 田 治 水实践中 创 造的农 田 幵发 的一种 独 特 ( 或沙洲 ) 日 益增高 , 为 围湖筑圩创造 了 条件 。 也正 是

形式 , 是 该地区 土地利用 的重 要形式 。 目 前有关江淮 基于此 , 所 以皖江流域修筑圩 田 以 利用 、 改造洼地由 来

地区圩田 幵发的研究成果 已 有 不少 ①但迄今 尚 无专文 已 久 。 我们认为 , 其大规模的兴建圩 田 当 开始 于三国时

探讨皖江流域圩田 的兴筑 与管理问题 。 本文之意图 , 就 期 。 这
一时期圩田 开发 的目 的经历了 由 军事霜要 向发展

是对历史时期皖江流域的圩 兴筑 与 管理问 题加 以考 经济 要的转 变 。 东吴为解决驻军粮秣 补给而令诸将广

察 , 探讨此时期皖江流域圩 田开 发的过程及其特点 圩 开屯田 , 遂有 五路总兵 丁奉 、 丹 阳都尉严密围湖圩垦之

田的管理及其成效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 期望 以此深化对 举 ； 东晋南朝 时期 , 大规模的军事 屯田仍是本地区农业

历史 上圩 田开发问题的认识 , 并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变 开发中 的主要方式 。 唐中 叶以后 , 随着经济重心 的逐渐

迁研究有所裨益 。 南移 , 江南包括皖江流域成为封建政府财赋的重要来源

、 晚江流騎田 的兴筑
地 ’ 唐代诗人韩愈 曾 云 ：

“

赋出 天下而江南 居化②

及其特点

本文系作者庄华峰 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项 目
“

明淸时 期长江

、

于田又称 于或 于子 , 匕 般是利 用地形 或沿 自 然
下游 自 然灾害 与 乡 村社 会研究

”

( 项 目 编号 ：

河 ：作堤 或是开挖河沟围 田■ ’ 或 ：

面
和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项 目 月淸 以来 院江流域水资

水 , 二面筑堤围 田 。 平原地区 ±于岸 ( 堤岸 )

一

般是闭合 源环境变迁 与 乡村 社会 ( 项 目 编 号 ：

—

的 , 以阻隔圩内外水量交往 ； 围 内 幵 沟渠 , 设涵闸 , 实 帛
。

现排灌为水利 田
。 皖江流域本具有 发展农 田 水利的优越 ① 参见赵崔莉 、 刘新 卫 《 近 个世纪 以 来中 国古代圩 田研究

条件 , 这里 土 地肥 沃 , 气候 温暖 , 草 木 繁盛 无霜 期 综述 》 , 《 古今农 业 》 年第 期 。

长 , 雨量 充沛 , 年均降水 量
一般在 毫米 上下 。 长 ② 《韩昌 黎集 》 卷 《送陆歙州诗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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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 由先秦之际的
“

地广人稀
”

变为封建政府的 赋 联圩的主张 朝廷准予联圩 , 当涂 知县张津组织人力筑

税重地 , 足见该地区农业经济对封建政府 的重要性 。 两 长堤 里 至二 十八年 , 太守周葵完 善之 , 成此浩大

宋之际 , 由于圩 田在宣州 、 太平州 、 宁 国府垦 田 中 占有 工程
。

《宋 史 食货志上 》 记载 了 至乾道九年大公圩的

很大的 比重 , 产量又高 , 因而也就成为政府
一

笔极为 可 联圩情况 ：
太平州 黄池镇的福定圩长 四十余里 , 延 福等

观的赋税收人 。 宋高宗曾称 ：

“

今公私兼裕 ,

一

岁 军饷 , 圩周围
一

百五十余里 ,

“

包括诸圩在 内
”

。
① 由 此可见

皆仰圩此 。

”① 这表明 , 唐宋以后 , 封建政府对江南地区 大公圩联圩的 规模 是很大 的 。 到 明 万 历十 五 年 ( 公元

的开发 已不仅仅限于军事需要 , 更主要的是想通过加快 年 ) , 由联并后的 个小圩组成
一

个大圩 , 分四岸

这一地区的开发 以擭取大量的赋税 。 无论封建政府 出 于 各设总长 , 对全圩堤防 , 分工 划 段 , 实 行 按 亩轮修 。

何种 目 的开发这
一

地区 , 其组织功能 以及人力 、 物力和 《宋会要辑稿 》 有
“

当涂县官圩一所
”

的记载 , 清乾隆

财力 的大量投入 , 对于皖江流域圩田 的发展都是至关重 《当涂县志 》 既记
“

官圩
”

, 又记 《沿湖诸圩五十 四 》 以

要 的 , 这一点在宋代表现得尤 为明显 。 众所周知 , 在古 存旧 , 光绪 《 当邑官圩修 防汇述 》 则仅画 有 圩的 位

代 中国 , 兴修大规模水利工程所需的人力 和物力 , 是个 置了 , 这说明大公圩的联圩是一个动 态的 发展着的 过

体小农所无法承担的 唯 有封建政府才有这 种能力 。 如 程 。 此外 像 当涂县的
一五圩 , 芜湖县 的十三连圩 、 麻

北宋嘉祐六年 ( 公元 年 转运使张颗 、 判官谢景 凤圩 南陵县的下林都圩 , 繁昌 县的保大圩 , 无为县的

温 、 宁 国令沈披 重建 万春圩时 , 政府曾 出 粟 斛 、
下九连圩 、 上九连圩 、 三闸圩 、 临河圩 , 和县 的 十四连

钱 缗 , 并募集宣城等县 贫 民 人投人其 中 。
圩 、 练钢圩 、 老西圩 、 郑浦圩 , 庐江县 的庐 北大圩 、 石

宋孝宗乾道九年 ( 公元 年 )
, 太平州诸圩

“

几四 百 大圩 , 枞阳县的 永丰圩 , 安庆的广济圩 , 望江县的合成

里为水浸沫
”

, 政府 出 资整修 , 耗费
“

计米 二万
一

千七 杆 , 铜 陵县的东 、 西联好 , 贵池县的大 同野 , 东至县的

百五十七硕五斗 , 计钱二万三千五百七十贯
一百 三十七 广丰好 、 七里湖好 , 宣州 的双桥联好等 ±于田 , 也都是联

文省
”

。

② 宋代皖江 ： 于田多属官圩 , 这
一

事实证明封建政 合众多小 ±于而成的大好 。 实践表 明 , 联 ±于具有缩短堤

府在圩田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宋朝政府除积 线 、 减轻修防任 务和有利于防洪保收等优点 。 因此可以

极组织军 民修复五代以来湮毁的圩 田 水利工程 , 并加快 说 ’ 由筑圩到联圩 , 是当时人们 创造性的治水活动 ’ 值

圩田 开发步伐外 , 还制定 《农 田利害条约 》 ( 即农 田水 得
一

书 。

利 法 ) , 将圩田 等水利工程 的兴废作为对在任官吏 升黜 二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 。

一方面 , 根据不 同农

的考核依据之一 , 以督 促官吏 加 强对圩 田 的管理与维
历节气组织相 应 的农业生产 , 如立春 时节 ,

“

修农具 、

护 。 如将防护圩岸的制 度 刻成碑 文立于圩田 之上 , 州 、
锄二麦 、 织 草鞋 、 爬 麦堆

”

； 惊势时节
“

类菜子 、 插杨

县官每年秋后检查
一

次 , 成为定制 。 正 由 于封建政府在 柳 、 造 医 、 铲土粪
’ ’⑤ 等等 。 另

一

方 面 , 结合环境特点

皖江圩 田 开发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 的作用 ’ 因此 在朝 种植作物 。 圩 区物 产 丰 富 , 出 产
“

白 土 、 莼菜 、 九孔

政腐睡时期 纤 田建设便不可避免会受 到影响 。 絲 耦 、 擁 、 声 、 苹 、 荻 、 麵……
”

。
⑥ 这些丰富的物产

初 ,

“

慢 于农政 不复修举江南圩 田
”

。
③ 就连五 代以 来

与圩区的地理环境有 着紧 密联 系 。

“

其在原隰之所植则

较为完善的奸 田水利系统也遭到了 定程 度的破坏 。
械 、 麦 、 稻 、 寂 、 黍 、 稷 、 联 、 萍五谷粒食之需 ； 其

于宋朝政府在好 田建设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 所 以 院江
在沟洫其所生则有 鱼 、 整 、 奸 、 畔 、 菱 、 藕 、 英 、 符百

流域圩田 开发便从此进入了 个兴盛賺段 , 奠 定了该 种佐肴之品 ⑦ 由于 因地制宜组织农业生产 , 加之圩 田

地区±于田发展的规模 。 嚇时期 , 随着院江好区经济 冑 力

麵賺中所占的地位 日 趋重要 , 封建政府进 步加大

了院江±于堤建设的力度 院江好田 更为兴盛 。

三是形成了 套科学的养护方法 。 民间 有所谓 守

院江流域卵在其兴筑过程中 , 形成了诸多特点 ,

守城
”

之说 ’ 出 了
‘‘

守堤
”

对 于 意

义 。 在圩堤的护养上 皖江圩 田采取 了 人工 与生物措施

一

是创新 了 围垦形式 。 早在宋代 , 江南圩 区即 出 现

了联圩这一新的围垦形式 。 囿 于当时的政治 体制 、 生 产 ① 《宋 史 》 《奸 四 贤似道传 》 。

水平和认识水平 , 再加上财力和物力的制约 , 许 多圩堤 ② 《宋 史 》 法 《 食货志 》 上
一

《 农田 》 。

的布局不尽科学合理 , 因而需要调整 和联并 。

’

江南联
③ 范 仲难 ：

《 范文 正公 全集 奏议 》 卷 上 《答手 诏条陈十事 》 。

① 《宋 史 》 卷 《食货上
一 农田 》 。

的成功 范例 当首推大公好 。 宋绍兴 十二年 ( 么元
⑤ 《

、

他餅脑汇述四编 庶 议》 卷 医俗 上 农 》
。

年 ) , 因宣州一带洪 水泛滥 波及 当涂 , 致使 其
“

诸圩 ⑥ 《
, 修防汇述 述余 》 卷 《土宜 》 。

尽没
”

, 官府派遣钟世 期巡视灾情 他据实上报并提 出 邑竹圩修防汇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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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方式 。 度 。 对此 , 杨万里在 《诚 斋集 圩丁词 十解 》 中形容

在 人工方 面 的治圩举措 主要 是从工程 方面加 固圩 说 ：

“

岸头石板紫纵横 , 不是修圩是筑城 。

”

江东圩 田 的

堤 方法是把圩堤的用料用石板来替换原来 的泥土 ； 生 堤岸 ,

“

高阔壮实
”

, 堤 上有道路 ,

“

圩上人牵水上航
”

,

物方面的举措则是栽种杨柳等植物固堤护圩 。 这些养护 供行人 和纤夫 行走 。
③ 这说明 当 时 的堤岸 修筑得十分

方法使圩堤的抗潮强度大大增强 。 对此 , 后 面将要具体 坚固 。

讨论 , 此不赘述 。 三是生物养护 。 当 时在圩堤 的修筑 与养护方 面 ,

不仅从工 程角 度来加 固圩堤 , 而且还 进行生物护堤 。

二
、 ±于 田 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式 所谓生物护堤就是在堤岸上植 以各种树木 , 雜于堤

丄 八各
中的树根勾络在

一起 , 成为 护堤的屏 障 。 其中种植最
在皖江流域 ,

政府十分重视圩 田 的管理工作 。 这里
夕妨且 ‘ 八 工》
多的是杨柳 , 杨万里 《诚斋集 ±于 田 》 诗 ：

“

古今 ±于岸

觀打 巨 抓右
护堤防 , 岸岸行行种绿杨

”

, 描写 的就是杨柳护岸 的情

景 。
户部侍郎叶衡于 灾情后 上 奏推崇

“

种 植榆柳 足

！

捍风涛
”

。 朝 廷采纳叶衡所献之策 , 并据所荐诏褒 宁 国

治今安徽省宣 州 市 ) 魏王悟植林护堤之功 , 采 取
这样 系统 , 宋政麵了 在政策上 予支持 、 财政 上

入工
’

岸 , 又舰 了 环境 。 杨 賴易钱 , 且耐 水湿 ,

隱 自 古以 来 , 种 草 、 植柳成为护堤 的
—

种餓 方法 。

■入力 ；

在堤脚外 浅 滩上 , 则 常种 植卢荻 、 錢 等 水 生 植物 。

： 这既聰御风浪侵袭堤岸 , 又具有经济价值 。 英 菱可

以食用 ’ 芦荻可用作编制 和作为燃料 。 值得 提 的是 ,

当时对圩堤上植物的保护也有严格的规定 ：
如 对栽种

植物
一一

登记造册 ； 偷 窃
一

株
一

茎则
‘
‘

罚 补 十倍 、 断
圩堤的热闹场 面 。 为加强管理 ’ 在有圩 田的地方 , 官员

八 , , 办比比她 水帝细作 网

官衔内 往往社
“

兼提举 ±于 田
”

、

“

兼主管汗 田
”

、

“

专切

管干奸岸
”

等字样 以强化其管■田 的职责 。 而咖
— —了《

,

成
迨 至 明淸 , 官府对于 的管理更加 制度化 、 规范

化和梢细化 。 这里以 官府对大公圩的管理为例 。 在大公

杆 有
—

支专门 的队伍对农 田 水利及其他 日 常奸务进行
在圩田的管理方式上 , 唐宋时期 已 形成

一

套较科学 脚烟管理 管理人 员包括岸总 、 圩董 、 甲 长 、 锣 夫 、 工书 、

’

赠等职务 。 岸总細时称 为总料或餅长 ,

“

言总理

描々

。 即
各好长

”

。 岸 总对 水利建设起 着重要作用 。 如道光
± °

十 年 ( 公元 年 , 东南岸 、 西北岸 、 东北岸及西
顷农 田 , 每顷农 田 为一方 , 全圩分为 方 ’ 按照天

由由 口 廿 此山 田
南岸 四岸总 ,

“

解囊倡首建造 中 七、埂溃缺 。 又并造 十 里
地 日 月 山川 草木取 字 ’ 为每

一 方田定 名 。 同时 为
■ , ,

要工暨周 围加 高培厚
”

。 岸总有 时还通 过圩区绅士 向政
便于农 田排灌和人员往来 , 每方四 周辟之 以水沟 ’ 相互 办吐 、士

二 “
府陈述好区水利修建事宜 。 官府在土于官选拔和 任用方面

贯通 , 如此严密的规划有力地推 动了 集约农业的进
一

步 右 目冲 去 且
■

在 出 “ 肅 工欠油 ：

有两点值得注 意 ：

一

是 注意选拔廉 洁之人从事圩务管

理 。 在圩官的
“

廉
”

与
“

能
”

孰轻孰重问题上 , 官府认
二是修筑堤岸 。 杨万 里在给圩 田 定义 时指 出

：

“

江
士 “在士女 維 且 地

—
产 出去泡甘 《 , ,

丄 —

,

为
“

廉为本 , 能次之
’

, 也就是说选官应先考虑其
“

廉
”

,

东水乡 ’
堤河两 涯而 田 其 中 , 谓 之圩 。 农 家 云 ： 圩者 ’

袖 本
、

士 曰 本 ‘ 了由

士—
然后再考虑其

“

能
”

, 这是因 为
“

能而不廉 ’ 累民也
”

。
⑤

围也 , 内 以围田 外以 围水 , 盖河离而 田反在 水 下 ,

圩区
“

河水还高港水低 , 千枝 万 狐曲 穿畦
”

。 可见圩 田

四周 , 环有堪岸 。 圩堤与圩田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 因此
宋 〉 杨 万里 ： 《诚斋集 》 《好丁词十解序 》

。

±于堤修筑便成为 ±于 田管理的重要方式 。 从工程方面加

圩堤 , 是人 们治圩的主要举措 , 其方法是将圩堤的用料 ① 民国 《 当涂县志 》 卷

°

《人物志 》 。

由 原来的泥土换为石板 , 从而大大加强 了圩堤的抗潮强 ⑤ 《 当邑官圩修防汇述 三编 琐言 》 卷 《董首 廉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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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这
一

选举原则 , 顺治十五年 ( 公元 年 ) , 官圩 到 石 。 关于圩 田的亩产量 , 我们还 可以从当时的租税

所选举产 生 的 四岸诸圩圩首 人 , 均 为廉 、 能兼备 中得知
一二

。 据有关资料统计 , 并依高宗绍兴元年 ( 公

之人 。 元 年 ) 建康府圩 田 租额类推 , 宣州圩 田 可生产

二是建立对圩官的监督机制 。 其做法有四 ：

一

是要 万石租粮 , 太平州 可生产 万石租粮 , 再加上芜 湖 、

求圩与圩之间互相监督 ：

“
一圩不如式 , 许邻圩以告发 当涂等地的圩田 , 租粮生产数额十分可观 。

⑩ 以至宋京

之 ；

一

岸不 如式 , 许三岸 以告发之
”

。
二是对于那些 十大粮仓皆受江淮所运 。 当时还在无为 、 芜湖等地兴建

“

催趱不力
”

、

“

卖夫卖卯 、

“

误公行私
”

以及对于不法 大粮仓 , 屯粮转运 。
因此有人便认为

“

天下根本在于江

行为
“

扶匿不报 , 共相袓护
”③ 的圩官 ,

一

经査 出 立即 淮 , 天下 无江淮不 可 以足 用 , 江淮无天下 自 可 以 为

予 以革职 。 三是针对官圩实施轮修之法的实际情况 , 官 国 。

”

为了把包括皖江流域在内的江淮地区的稻米直接

府委派官员驻扎圩区要地 , 对修防堤工直接进行监督 。 运往汴京 , 京师转运使李符建议在和州开凿横州 渠 , 使

这样做的好处是
“

呼应较灵 ,

一切工需均有着落 , 并可 巢湖和长江直接相通 。 横州渠开通后 , 漕运十分便利 ,

以随时指授方略 , 即有 呈 控圩务 事件亦可 以 随时受 军用无缺 。 正 由 于圩田农业产量很高 , 所以有宋
一

代 ,

理
”

。 四是对修防中 的 倡捐 、 挪借 、 亩费 、 津贴 、 借 政府对兴筑 、 修复圩 田总是特别热衷 , 及至明清 , 圩田

款 、 承领等诸项经费实行严格管理 ,

一

律要求记账 、 造 开发 日渐深人 , 圩 区经济在封建国家赋税中所 占的份额

册
、
呈报并张榜明示 , 以预防滋 生腐败 。

⑤ 也越来越大 。 圩田高产 、 稳产的事 实表明 , 圩区土地开

综上可见 , 大公圩建有一套相对健全的水利管理机 发利用 的价值是很高的 。 此外 , 圩田 开发对 于缓和该地

构 , 而且在圩官选拔任用上也形成了一些富有特色的做 区数度 出现的人 口压力也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 这些都是

法 , 特别是圩官的监督机制发挥了 明显 的效用 , 从而有 应该充分肯定的 。

效保障 了官圩的正常有序运转 。 不过 , 圩田 这种 垦殖形态利弊并存 , 过度地开 发

田 泳
鄉 縣滅邮确隨 。 娜娜臓 ：

‘ ‘

細
二、 ±于田的管理成效及 不要过分陶醉于 我们 对 自 然界 的 胜利 , 对于每 次这

样 的胜利 , 自 然 界都报复 了 我们 。

”

事实确实如此 ,

正当 人们陶醉于 自 己 围湖造 田 的 胜利 之时 ’ 来 自 自 然
皖江流域圩 田开发相沿近两千年 , 对圩区的社会经

界的报复也就接越 而 至 了 , 思： 直接的 表现便是灾害的
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圩 田的开 发 十分适合皖江流域水 乡 泽 国的地理特

点 , 使大量沿江沿湖滩涂变成 了 良 田 。 这种土地利用 ⑩

式是皖江人 民 在长 期实践 中 的 伟 大创举 ’ 它在抗御 二也增加难度 , 造成
“

水不得停蓄 , 旱不得流注
”

的严重
涝 、 夺取稳产高产方面 , 有 着诸多的优越性 。 南宋诗 人

局 面 。 对此顾炎武曾指 出 ：

“

宋政和 以后围 湖 占江 ’ 而
杨 万里 、 韩兀吉等都曾 作诗赞美圩 田 ：

“

圩 田 岁 岁续逢

秋 , 圩户 家家不识愁 。 夹路垂杨
一千里 , 风流国是太平

州
”

。
⑥

“

东西相望五百圩 , 有利 由来得无害 。
……请看今 ① 《 当色官圩修防汇述三编 琐言 》 卷 《 修筑 筑搪浪埂以

来禾上场
：

七百顷地云堆黄 这些诗句都逼真地擬
② 当

堤

邑

〉

餅修防汇述四编 庶议 》 卷 《选能 接夫 》 。

了 当时院江流域的丰收景象 。 元代农学家王袖对于野
③ 《 当邑官 ±于修防汇述三编 琐言》 卷 《 修筑 筑搪浪埂以

的作用也是赞不绝 口 , 他称赞道 ： 圩 田
“

据水筑为堤 护堤 》 。

岸 , 复叠外护 , 或高 至数丈 , 或曲直不等 , 长至弥望 , ④ 《 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四编 庶议 》 卷 选能 责成 》 。

每遇霖潦 ’ 以捍水势……内 有沟渎 , 以通灌 溉 , 其 田亦
⑤ 《 当邑官圩修防汇述四编 庶议 》 卷 《选能 建造 》 。

十丁
■

工 甘 、

丨

⑥ ( 宋 ) 杨 万里 ： 《诚斋集 》 卷 《圩丁词 十解序 》 。

或不下千顷 , 此又 水 田 之善者 。
⑧ 王袖甚至认为 于 田

⑦ ( 宋 ) 韩元吉 《細 甲 乙稿 》 卷 《永糊 。

“

虽有水旱皆可 救御 ’ 凡一熟之余 , 不惟本境足 食 , 又
⑧ ( 元 ) ￡祯 ： 《农 书 》 卷 《灌溉篇 》 。

可贍及邻郡 , 实近古之上 法 , 将来之永利 , 富国 富民 , ⑨ ( 元 ) 王袖 ： 《农书 》 卷 田制箱 》

无越于此。
⑨ 这种人工创造的乐土 , 成为 当地粮食生产 ⑩ ( 宋 贺祷 ： 《广湖遗志诗集拾遗

的重 要 基地 。 据张 问 《 张 顒墓 志 铭 》 载 , 万春圩计 ⑩ ( 元 ) 马端临 ： 《 文献通考 》 卷 《 田賦考 》 。

膽 亩 ,

“

岁 得米八十 万斜
”

, 每亩平均产量 斜
：

斗 。 北宋末 年 的贺 铸 , 曾 作 《题皖 山北濒江田 舍 》 诗 《马 克思思格斯全集 》 第 卷 , 人 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云 ：

“
一

溪春水百家利 , 二 顷夏苗千石收
”

。
⑩ 亩产 量达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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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水利亦塞 。 由 于圩 田 多建立在水流要 害之处 且 垾危害颇大 。 孝宗隆兴二年 ( 公元 年 ) 知 宣州 许

田面反在水面之下 因 此对水利要求甚高 稍有 罅隙 尹奏称 ：

“

本 州有童圩 , 实系创兴 , 委是湮塞 水流去处

便有 内涝之患 。 宋徽宗统治时期 , 当涂路西湖建成的政 今欲依 旧 开 决作湖 , 以 为 民利
”

。
③ 至乾 道 九 年 ( 公元

和好 , 使
“

山 水无 以 发泄 遂致 冲决圩垾
”

。 永 丰圩 自 年 ) , 仍指 出 ：

“

他圩无大害 , 唯童圩最 为 民 害 只

政和五年 ( 公元 年 ) 筑成后 , 嗣后五 十余年
“

横 决此圩 , 水势且顺
”

。 这些史实告诉我们 , 由 于大 多是

截水势 不容通泄 , 圩为害非 细
”

。 焦村私圩 ,

“

梗塞水 自发性围垦 , 盲 目 与水争地 , 过度开发 , 使湖面大 幅度

面 , 致化成 、
惠民频有损 害

”

。 特别是豪 强贵势 私筑圩 缩小 , 调节库容剧减 , 缩窄 了河床 , 降低 了 泄洪排涝能

垾 ,

“

以邻为壑
”

, 对圩区水利 系统及小农生产的破坏尤 力 , 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

甚 。 由于彼此间各 自为政 , 缺乏协作 , 使 因破圩而形成 无论是圩田兴筑中随意改变河道或是 盲 目 地围湖造

的局部水灾年年有之 。 田 , 其所导致的洪涝灾 害都是很严重 的 , 圩 民也 因此而

另
一

方面 , 皖江流域大量 利用湖 边滩地修筑圩田 , 饱受 了灾害之苦 。

使湖面缩小 , 从而影响 了其调节水量 的功能 , 破坏 了 该 需要指出 的是 , 全国解放以后 随着 整个农 田水 利

流域的生态条件 。 水旱失调 自 然是小农首遭其殃 , 接着 事业的飞速发展 , 皖江流域 的 圩 田 开发 又 有 了新 的进

公私圩 田大户也同受其祸 。
因 水 中筑堤之后 水中泥沙 展 。 然而 目 前该流域圩田 的 开发 已经 达到极限 如果继

向堤外淤积 , 湖底升高 , 于是圩堤又可 向 湖心延伸 这 续新的围 垦 , 由 于湖泊 面积缩小 ,

一

旦遇 上 特大 洪水 ,

样 湖便逐渐缩小 以至于消 失 ,

一旦河水暴涨 , 湖 已 水无所容 , 势必酿成新的水灾发生 , 这是 我们 必须注 意

不能容纳 , 势必将 大小堤岸 冲垮 , 导致水灾 频频发生 。 的
一

个重要问题 。

《宋会要 食货 》 七之 四 二至 四三 载绍兴 四年太平州 上

言 ：

“

当涂县管下 旧 有路西 湖 , 傍有 跋耸港 , 系通宣 、 本文作者 ： 庄华峰是安徽师 范大 学 历 史与 社会学院

徽州 界 , 每遇春夏山水泛涨 , 自 港人湖 , 出海塘港 , 人 教授 , 博士 生导 师 , 安徽省 学术和枝 术 带 头 人

本州姑溪河通大江 , 所以诸圩无水患 , 止因政和二年本 满 创创 是安徹师 范 大 学历 史 与社会 学 院社会 学 专

州将路西湖兴作政和圩 , 自 后 山水无所发泄 , 遂致 冲决 业硕士研 究 生

圩垾 , 损害 田苗 。

”

《宋会要 食货 》 八之
一

( ) 载隆兴元 责任编辑 ： 赵 俊

年知 宁国府汪彻言 ：

“

童圩最 为 民害
一水 自 徽州绩溪

县 、 本府 宁 国 县合诸水至 童圩 ,

一

水 自 广 德军建 平 县

今郎溪县 ) 合本 府宣城县 南湖之水至 童土于 ’
一水奔 冲 ① ( 淸 ) 顾炎武 ： 《 日知录 》 卷 《治地 。

并来 , 其势浩渺 , 所以 向 上诸圩悉遭 巨 浸 。

”

据 考 , 童 ② ( 清 ) 徐松 ： 《宋会要辑稿 食货六 》 。

圩的前身 为童家湖 ( 又 名 靑草湖 ) 是南漪湖的 出 口部 ③ ( 淸 ) 徐松 ： 《宋会要辑稿 食货八 》 。

分 。 至南宋绍兴年 间 ,

‘

有淮西 总管 张荣 者诡 名 承佃 ,

元 马端临 ： 《 文献通考 》 卷 《 赋考 》 。

再筑为圩
”

, 并名为童圩 。 将湖泊 改造成圩 田 对周边圩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