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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新解
———对历史上若干治水案例的分析

陈阿江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治水小则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 ,大则影响社稷安危 ,所以治水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 ,而是

蕴含了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以“大禹治水”、都江堰水利工程、治黄故事、三门峡大坝等历史事件

为案例 ,从治水中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 ,治水人的科学精神和敬业精神 ,特

别是治水方法论等角度重新解读 ,认为早期的以解决“水量”问题为主要特征的治水经验与教训 ,对

当下的以解决“水质”问题为核心的治水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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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水贯穿于中国社会漫长的历史。历史上 ,中

国人治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也曾有过深刻的教训。

概括地说 ,治水成败 ,小则影响农民的收成 ,影响老

百姓日常生活乃至财产与生命安全 ,大则影响国家

的稳定、社稷的安危 ,所以 ,治水既是无数民众的日

常实践活动 ,是工程专家的研究对象 ,也是社会科学

家的研究领域 ,还是统治者所关心的问题。很显然 ,

治水不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 ,更涉及经济、政治、社

会诸领域 ,蕴含了大量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关于治水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魏特夫 ( Karl Wit2
tfogel)的观点不能不提。魏特夫从非常宏观的角度

解释了“治水”与中国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魏特夫

认为东方社会与治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由于大

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需要 ,建立了遍及全

国的组织 ,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君主专制[1 ] 。

关于魏特夫的论点多有争议[2 ] ,另外关于中国古代

特有的社会制度的形成也有不同的解释 ,笔者无意

在此问题上多费笔墨 ,而只是想说魏特夫的论题确

实开创了“治水”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先例。日

本学者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就是在魏特夫的议题上展

开的。

与上述宏大研究的取向有所不同 ,国内一些学

者近年来从社会史的角度 ,对水与社会的关系史给

予特别的关注。赵世瑜以相对干旱的山西晋中、晋

南地区的分水案例为基础 ,试图揭示乡土社会内部

的权力关系 ,以及为协调这一关系而逐步确立和完

善的制衡性制度[3 ] 。钞晓鸿以关中中部的渠堰灌溉

系统及水利共同体的演变为案例进行分析 ,试图揭

示出环境演变、水资源属权、用水分配等与水利灌溉

的关系 ,而其核心仍然在与灌溉相关的社会关系[4 ] 。

钱杭以浙江萧山湘湖及其灌溉而致的社会关系即他

所称的“库域型”社会为对象 ,分析水库最终淤塞废

弃的主要原因 ,他认为本土居民因为固守原来的伦

理规则 ,缺乏开放心态 ,未能处理好与后来的外来移

民的关系 ,从而丧失了重建秩序的机会 ,加剧了湖体

的淤塞 ,最终损害了相关人群共同的家园[5 ] 。上述

的研究基本上以“水利共同体”这样一个理论视角展

开的 ,所以行龙试图倡导新的研究视角 ,他以缺水的

山西为例 ,认为除了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和日本学

界的“水利共同体”,还可借鉴学习法国人文地理学

和法国年鉴学派[6 ] 。

笔者近年来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同时兼顾其他

社会科学的视域 ,研究当前水污染问题的社会文化

成因 ,以及对目前的水污染治理的效果进行反思。

对当下社会研究的同时 ,也注意了解、收集和思考中

国的治水史 ,思考长时段的人水关系及解决水问题

的基本范式。笔者认为 ,宏观地长时段地看 ,治水或

曰人类与水的关系 ,简单地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里 ,人类治水主要解决的是水的“量”的

问题 ,试图解决自然的供给与人类需求之间的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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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洪涝与干旱的问题。那时候自然变化对人类的影

响比较大 ,而人类的活动能力对自然界而言相对比

较小 ,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比较小。随着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经济水平的提高 ,

人水关系进入了我所称之为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

里 ,人类支配自然之水的能力大大增强 ,基本上可以

做到“水旱从人”,洪涝和干旱虽然时有发生 ,但比较

人类活动对水体影响而言相对比较弱了 ,而包括污

染等等在内的人类不当活动所造成的影响 ,即“人类

自己制造的麻烦”却成了治水的核心。诸如水污染

问题 (包括严重的工业污染、农业生产污染、生活污

染) ,过度的围湖造田、森林草原退化等活动 ,都属于

这个阶段产生的问题。

就社会科学层面而言 ,水污染问题的研究主要

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层面的问题。比如 ,

笔者在研究太湖流域、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问题时 ,首

先是研究它们的水污染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 ,进

而研究目前水污染治理的政策、法规与机制。在对

现有的水污染治理策略进行深入思考时 ,笔者发现 ,

虽然在表面形态上前后两个阶段的治水有很大的差

异 ,比如“大禹治水”,初看好像与今天的太湖的蓝

藻问题的解决难以进行比较 ,但如果抛开物质的形

态差异、技术阶段的差异 ,就方法论层面和深层的社

会文化因素 ,解决“第二阶段”的水问题 ,仍然可以从

“第一阶段”的案例中学习和借鉴有益的东西。笔者

就是基于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水情的基础上 ,对

历史上有限的几个案例进行比照和分析 ,试图为当

下的治水提供有益的启示。

①大禹治水的故事 ,史学界一般认为基本属实 ,但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可能存在两种“事实”。一个是历史传说和记载的真实。如果不是

历史事实的话 ,作为建构的“事实”应当无可争议。而社会建构的“事实”———“疏”、“导”比“围”、“堵”有效 ,在今天仍然具有一般意义。

②参见“大禹治水”词条 ,郑连第主编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利史分册》,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9～70 页 ,及维基百科词条

“禹”http :/ / zh. wikipedia. org/ w/ index. php ? title = %E7 %A6 %B9&variant = zh2cn。关于“大禹治水”,古文献《尚书》、《墨子》、《孟子》、《史记·夏本

纪》等均有记载。

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在国内是个流传非常广泛的故事①。

帝尧时 ,中原地区洪水泛滥 ,水患成灾 ,百姓愁

苦不堪。帝尧命鲧治水。鲧用在岸边设置河堤的办

法治水 ,但水却越淹越高。历时九年未能平息洪水

灾祸。鲧被治罪 ,处死在羽山。帝舜命鲧的儿子禹

继任治水。禹总结、检讨鲧治水失败的教训 ,改革以

“堵”为主治水方法为“导”为主的方法 ,利用水向低

处流的自然趋势 ,疏通了九河。禹亲自率领老百姓

风餐露宿 ,整天泡在泥水里疏通河道 ,把平地的积水

导入江河 ,再引入海洋。治水期间 ,禹翻山越岭 ,淌

河过川 ,测量地形、河川 ,规划水道。禹为了治水 ,费

尽脑筋 ,不怕劳苦。禹治水居外 13 年 ,三过家门而

不入的精神 ,增强了人民治水信心。经过了 18 年治

理 ,消除中原洪水泛滥的灾祸 ,取得成功。禹整治黄

河水患有功 ,受舜禅让继帝位 ,国号夏②。

禹生活在距今约四千多年的多洪水而人类抵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又极其弱小的时代。今天 ,无论是

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 ,还是其经济状况、政治制度、

社会条件都有很大的差别。但从今天的角度看大禹

治水仍然有其意义的地方。

首先 ,大禹治水的方法论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

价值。由于时代变迁、技术进步 ,分析大禹时代的

“纯”治水技术 ,已经没有意义 ,但比较大禹治水与其

父亲鲧治水的得失 ,其中的方法论在今天仍然有重

要的启发意义。禹的父亲鲧主要采用“堵”的办法。

当洪水来临的时候 ,鲧主要采取筑坝堵水的方式。

但是水太大 ,“堵”的技术也不够先进 ,所以大坝不足

于抵抗洪水的威力 ,以至于前功尽弃 ,治水失败。禹

吸取了其父鲧治水失败的教训 ,采用了与其父亲不

同的办法 ,对洪水进行疏、导的办法 ,最后取得了成

功。如果比照目前的某些水污染治理方案 ,就不难

发现更多地从局部和眼前的“效果”入手 ,比如更喜

欢用物理、化学的办法 ,而轻视相对困难的生态的办

法进行治理 ,以至于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实际存在的

问题。

其次 ,从组织管理、政治策略看 ,大禹的做法也

值得肯定。禹成功地联合了其他部族的人群共同治

水。黄河水泛滥 ,影响涉及很多地区的人群。水是

一个系统 ,影响人群也是一个系统 ,因此治水的办法

也必须系统地考虑。而禹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不仅仅

依靠自己的力量 ,而是联合了其他的部落 ,综合地、

系统地处理问题。

再次 ,道德层面上的意义。中国是一个重道德

和教化的社会。诸如小学生课文中大禹“三过家门

而不入”的故事 ,主要是宣传他的美德。但他的敬业

精神仍然是许多人所缺乏的 ,而敬业精神正是解决

一项艰巨任务所必须具备的。所以大禹的治水精神

在今天仍然有现实的价值。

都江堰工程

如果大禹治水只是个传说故事 ,那么 ,都江堰工

程本身留给了我们无比真实的构建物 ,通过这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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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物及其运行 ,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先人的治水和用

水的思路与方法。

自战国末都江堰工程建成以后 ,经过历朝历代

的维护与可持续运行 ,总结出“深淘滩 ,低筑堰”、“乘

势利导因时制宜”等基本思路。就都江堰工程的宏

观思路看 ,设计者无意去改变岷江的水系与水流的

基本面 ,而仅仅是想“借用”岷江的一小部分水、顺流

到下游平原 ,方便下游人民的灌溉和用水 (这与今天

我们看到的动不动就截断河流建坝建闸的思路很大

的差别) 。古人利用岷江出山口处这个特殊的地理

条件与位置 ,修建渠首工程以分水①作为一个受益

面广、受益时间长达千年的工程 ,以下几个核心问题

的解决对我们今天的治水仍有启发意义。

①都江堰工程历久不衰 ,既有自然条件的因素 ,也有人的因素。从自然方面看 ,岷江水资源十分丰富 ,都江堰渠首工程的地理位置十分优

越。从工程和管理方面看 ,合理的工程布局、科学的引水防沙经验和严密的岁修制度是工程长期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②在小说的前面部分 ,老残对一些“有才且想有作为”的官员有过议论。老残道 :“我说无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紧 ,正坏在有才的要做官 ,你

想 ,这个玉太尊不是个有才的吗 ? 只为过于要做官 ,且急于做大官 ,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而且政声又如此其好 ,怕不数年之间就要方面兼

圻的吗。官愈大 ,害愈甚 :守一府则一府伤 ,抚一省则一省残 ,宰天下则天下死 ! (参见 :刘鹗.老残游记[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64。)

从向下流的岷江水获取一定的水量 ,分水导引

到下游平原 ,使下游获得自流水 ,犹如建成一个免费

的自来水系统一样 ,方便了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

实现分水而取利似乎并不难 ,但难的是 ,我们怎样才

能仅要“利”,而不要“害”,而且是一个长久的“利”,

而不是一时的利 ?

所以 ,设计者、建设者必须同时解决避害的问

题。根据成都金沙考古资料以及相关的史料记载 ,

在秦以前更早的年代里 ,洪涝灾害是成都平原频繁

发生的灾害。在那个时期 ,洪水泛滥是经常发生的

事 ,而人类控制洪水的能力却十分有限。因此 ,修建

在岷江出山口处的这个分水工程 ,分出的水流不能

太大 ,而且必须能得到有效地控制 ,否则取利不成反

成了岷江水向成都平原宣泄的通道 ,大水年份风险

更大。古代的工匠精英利用鱼嘴分水、飞沙堰二度

分水以及宝瓶口束水制水 ,有效地解决了分水“取

利”后的“避害”问题。

如何保持工程的永续利用更是一个难题。众所

周知 ,三门峡大坝建成后不久 ,就因为泥沙问题而不

得不进行改造。当年力主修建三门峡大坝的专家和

官员 ,半个世纪以后 ,不得不面对现实而力主拆坝。

而都江堰建于公元前 256 年 ,距今已二千二百多年 ,

自修成以后 ,成都平原成了“水旱从人 ,不知饥馑 ,时

无荒年”的天府之国。古人发明和总结了一套“治沙

防堵”的技术 ,是都江堰永续利用的关键。

2000 年 11 月 ,都江堰和青城山一起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人们一般认为 ,都江堰工程留给了世

人一个用水方便、效益良好 (包括今天的旅游收入)

的工程 ,而从全球生态危机这样的角度看 ,都江堰留

给了我们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永续利用水资

源的世界性遗产。从全球角度看 ,这样一个软遗产

比硬件的意义更大。时至今日 ,也许工程专家很自

豪 ,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能控制岷江的水流了。但是

问题也恰恰产生于此 ,人类已经完全降伏了岷江 ,但

岷江水系原有的系统特征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

坏。农业方面 ,都江堰下游灌溉面积不断扩大 ,灌溉

面积超过千万亩 ;工业与城市用水方面 ,随着成都市

规模的扩张 ,工业用水、生活用水以及清洁城市用水

(所谓的环境用水)不断增加 ;另外 ,上游兴建大量的

梯级电站。所以 ,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 ,当

今岷江水系上的工程建设留给后人的 ,有成就也有

遗憾和教训。2009 年 1 月 17 日 ,笔者再访都江堰 ,

发现都江堰岷江之外江已无水可流。当都江堰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 ,我们恰恰忘记了世界遗产最

本质的意义。

老残议治水

黄河在中国是一条特殊的河 ,清末在中国历史

上是个特殊的年代。在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里 ,

有一个关于治黄的故事。当然 ,在此故事中 ,黄河水

只是故事的载体 ,演员怎么演戏 ,“老残”自有安排。

我们先来看看黄河水淹百姓的悲剧是如何发生的。

“⋯⋯俺这黄河不是三年两头的倒口子吗 ? 张

抚台为这个事焦得了不得似的。听说有个什么大

人 ,是南方有名的才子 ,他就拿一本什么书给抚台

看 ,说这个河的毛病是太窄了 ,非放宽了不能安静 ,

必得废了民埝 ,退守大堤。这话一出来 ,那些候补大

人个个说好。抚台就说 :‘这些堤里百姓怎么是好呢 ?

须得给钱 ,叫他们搬开才好。’谁知道这些总办候补道

王八旦大人们说 :‘可不能叫百姓知道。你想这堤埝

中间五六里宽 ,六百里长 ,总有十几万人家 ,一被他们

知道了 ,这几十万人守住民埝 ,那还废得掉吗 ?’⋯⋯

这年春天就赶紧修了大堤 ,在济阳县南岸又打了一道

隔堤。这两样东西就是杀这几十万人的一把大刀 !

可怜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哪里知道呢 !”[7]141Ο142

决堤后 ,老百姓的遭遇可想而知 ,而这恰恰是政

绩工程制造的人间悲剧②。为升官、为个人私利 ,而

制造政绩 ,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表现 ,但其基本的

表达和机制是十分相似的。为个人或集团的私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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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 ,而没有信息透明机制、监督机制 ,又没有其他

的牵制力量 ,最终的结局无疑会非常糟糕。这一点 ,

无论古今 ,性质是一样的。

从方法论上讲 ,治河中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是

导致悲剧发生的最主要的方法论特征。西汉时期 ,

黄河决口频繁 ,水患严重。贾让应哀帝召 ,提出治黄

见解 ,后称贾让“治河三策”。贾让的上策是 :开辟滞

洪区 ,实行宽堤距 ,迁出滞洪区人口 ,人不与水争 ,河

定民安 ;中策是 :开渠建闸 ,发展引黄灌溉 ,并从漳河

分洪 ;下策是 :加固堤防 ,维持河道现状[8 ] 。后人对

贾让治河三策的效果多有争议 ,这里我们不作评论。

但小说中的书生用贾让的《治河策》来论证如何治理

黄河 ,而完全忽视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时代不

同了、技术条件也改变了 ,但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样

的人 ,今天并没有绝迹。一些技术专家 ,不顾中国的

具体国情 ,把西方的技术和标准简单地移植过来 ,其

结果难免不犯教条主义治水的错误。所以刘鹗借用

老残的口说出“尽信书 ,则不如无书”的话。

老残向人瑞道 :“这事真正荒唐 ! 是史观察不

是 ,虽未可知 ,然创此议主人 ,却也不是坏心 ,并无一

毫为己私见在内 ,只因但会读书 ,不谙世故 ,举手动

足便是错。孟子所以说 :‘尽信书 ,则不如无书。’岂

但河工为然 ? 天下大事 ,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 ,坏于

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7 ]148

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之所以有生存的空间 ,是因

为它有一定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土壤。教条主义、本

本主义之所以有市场 ,主要是因为它用一种简单的

办法 ,依样画葫芦 ,简单模仿 ,十分方便 ,合乎“人性”

偷懒、省事的特点。斯科特在揭露极端现代主义所

存在的问题时 ,也反复提到了简单化的问题。国家

为了能够掌控民众实施社会工程 ,必须进行清晰化

和简单化处理。这样的清晰化和简单化虽然从表面

上看易于实现预期的计划 ,而实际上却导致巨大的

社会灾难[9 ] 。此外 ,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者常常以名

人、名言为依据 ,容易说服受众使他们接受。照抄本

本 ,可以不用动手去实验、实践 ,相对而言 ,独创的新

东西反而不容易为人接受。

三门峡大坝

关于治水、治黄 ,三门峡工程留给了社会科学家

颇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也给当代社会流下一笔丰厚

的反思素材。因为三门峡工程本身非常复杂 ,不是

这篇短文所能展开分析的 ,所以这里仅取三门峡决

策争议过程中的焦点人物黄万里的相关事项作些

分析。

当年在讨论是否上三门峡工程时 ,只有黄万里

反对。上三门峡工程的理由很“充分”。工程建成以

后可以提供大量的电力 ,拦畜泥沙可以减少对下游

的影响 ,减少对黄河下游泛滥造成的经济损失 ,消除

安全威胁。在当时的背景下 ,重大工程的实施本身

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此外还一层隐含的政治意义

是“黄河清、圣人出”[10 ]84。治黄是历代政治家所必

须面对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在中国人的观念里 ,

物理世界的变化会折射出政治时代的状况 ,而毛泽

东是显然知道这一点的[11 ] 。黄万里认为黄河是不

可能清的 ,黄河清就意味着灾难。黄万里反对建大

坝 ,他的理由可以说是科学的 ,也可以说是常识。如

果从水库流出去的全是清水 ,从上流冲下来的泥沙

一定全部淤积于水库中。淤在水库中的泥沙必然会

抬高渭河的出口 ,降低渭河泄洪能力 ,从而使渭河下

游发生水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那么众多的技术专家是怎样解释和预备解决这

个问题的呢 ? 专家说用水土保持的办法可以解决黄

河的泥沙问题。假使黄河上游的泥沙减少以至不往

下流了 ,这样对大坝就没有影响了。

在向苏联方面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 ,中方给

出的关于水土保护减少泥沙的数据是 :到 1967 年

末 ,沙可减少 50 % ,50 年之后减少 100 %。就连对黄

河泥沙不甚了然的苏联老大哥也惊讶了 ,分别把

1967 年末 ,沙减少量及 50 年后的减少量改为 20 %

及 50 %[12 ] 。

1955 年 7 月 18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

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有关水土保持的一段话是

这样说的 :

“⋯⋯只要 6 年 ,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 ,就可

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

代表和全国人民 ,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

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 ———看到黄河

清。”[12 ]

事实证明 ,黄河三门峡以上段的水土保持到今

天也没有解决好 ,以后也很难能按照人类的理想状

况解决好。当时只有黄万里一人根本反对修筑三门

峡大坝 ,没有一人同意黄的反对意见 ,只有温善章提

出改修低坝。最后黄万里提出预留施工底孔 ,获得

同意。但后来苏联专家坚持按原来的设计进行堵

孔。按这样设计所修建的三门峡工程 ,很快验证了

黄万里当初的预想。1958 年 11 月 ,三门峡工程开始

黄河截流。1960 年 9 月 ,关闸蓄水拦沙 ,潼关以上

渭河泥沙淤积 ,大量泥沙沉积在潼关到三门峡的河

道里 ,渭河两岸的土地因为三门峡水库蓄水而盐碱

化 ,富饶的关中平原农业减产减收。更为麻烦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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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 ,严重威胁到工业重镇西安。

随后不断地对才建成的大坝进行改造。

三门峡工程已过半个世纪 ,争论也成历史。今

天似可以冷静地看待这曾经预想能够解决黄河水患

的庞大工程 ,有几点在我们今天的治水现实中可能

仍有参考价值。

如何看待外来学问和学者的关系。苏联专家的

意见似有科学根据 ,但事实证明他们的设计不符合

中国黄河的实际。黄河是一条非常特殊的河流 ,如

果缺乏对它的真切的理解 ,治理的后果是不堪设想

的。黄万里受过良好的教育 ,在美国多个大学得过

学位 ,洋学问并不少。他能够独立地提出自己的见

解 ,主要是他能够吸收各种知识却又不简单地套用

某种教条。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长期坚持

从实践中获得真知 ,既不盲目追随权威 ,包括当时的

苏联权威 ,也不盲目追随、不屈从于上级官员的

意志。

这里也折射出在特定政治背景或社会环境下个

人的选择与作为。在上级主意已定的情况下 ,力量

单薄的个人确实很难改变大局 ,所以大部分人选择

遵从。当然 ,有的人是真心认为某个决策是正确的 ,

如果错 ,也只是一个认识问题。但也有的人实际上

可能意识到问题的所在 ,但从政治上、从个人利益上

考虑而选择遵从。所以 ,这里就面临着个人与大局

利益的取舍问题。这样的情景在今天的工程项目中

并非绝迹。

黄万里的家庭教育和独特的个人阅历使他选择

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 ,对

他的教育很严 ,影响很深。黄炎培强调必须尊重农

民 ,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 ! 在四川道滩委员会工作

期间 ,黄万里在峨眉县南的长江支流上设计、修建了

一个简易水利工程。在黄万里接手之前的工程预算

为 40 万银元 ,黄万里因陋就简以木板结构替代钢筋

混凝土 ,造价仅 4 万银元。农民当年受益 ,可灌溉

1 000 hm2 农田。放水之日 ,农民欢声雷动 ,黄万里告

诉农民 ,这是一个临时工程 ,可以用 4 年 ,先急救灌

水打上粮食有饭吃 ,然后筹款筹料准备修建永久性

工程。农民流着眼泪送别黄万里 :“黄先生 ,你喝我

们一杯水、吃我们一顿饭再走 ,行不行 ?”黄万里哭

了 ,他想起父亲对中国农民的牵挂与评说 ,没有了他

们哪会有五谷杂粮 ? 哪还有华夏文明 ?[12 ]

甚至在 2001 年 8 月 8 日黄万里弥留之际 ,他还

不忘治江治河之事。老先生向守候一旁的夫人要来

笔纸 ,写下他关于防治长江水患的遗嘱 ,叮嘱不要忘

了“治江原是国家大事”[10 ]262。

黄万里的长女有一段评说自己父亲的文字。她

说 :

他和他那一代中国所有的知识精英一样 ,背负

着民族危难的沉重的十字架。他们不会忘记战火中

苦难的人民 ,也不会忘记洪水肆虐下苦难的人民。

⋯⋯他们从西方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 ,更学到了

科学、理性的精神。他们懂得 ,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

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 ,因此 ,他们绝不会因

为权势或偏见而放弃科学的真理[10 ]263。

总之 ,水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物质”或“资

源”的问题 ,但在治水的过程中 ,则更多地体现了“水

社会”中人的行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诸因素对治水的影响。在期望快速解

决当下的水污染问题的情势下 ,对历史上治水案例的

反思 ,也许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当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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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Understanding on Harnessing Rivers : An
Analysis of Some Historical Cases in China/ Chen
Ajiang ( School of Public Adminstration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8 , China)
Abstract : Harnessing rivers and watercourses not only
have impact on people′s life , but also have effect on the
safety of the country. Thus harnessing rivers is not
merely a technological issue , but a complex issue of
social science. This paper , taking the historical events ,
such as Dayu′s activity in subduing flood , Dujianyan′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 the story of harnessing
Yellow River , and building Sanmenxia dam for
instance , re2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tial
interests and holistic interest , short2term and long2term
consideration , scientific and dedicated spirits , , and
especially the methodology of harnessing rivers. It holds
that the lessons and experience focusing on solving the
problem on water quantity in Chinese history are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on water
quality today.
Key words : harnessing rivers ; Dayu′s subduing2flood
activity ; Dujiangyan ; harnessing Yellow River ;
Sanmenxia dam

Philosophical Viewpoint on Traditional Water
Culture/ Wang Peijun ( office of president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Nanjing 210013 , China)
Abstract : Chinese traditional water culture contains a
wealth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 which is of great
guidance for today′s activities concerning water. Water
is the source of all things on earth and the basis of
national prosperity. Therefore , harnessing rivers should
make overall plans and take al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n water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culture. Activities ,
such as living beside river , being fond of water , playing
with water , depicting water , and extoling water , reflect
the traditional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water. In the prcess of harnessing rivers ,
ancestors works as one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shows that man can conquer nature. They deal with
concrete matters relating to work , seek for innovation
and then make enormous achievements in harnessing
rivers.
Key words : water culture ; philosophy ; value

Zhang Wentian and Formation of Anti2Japanese
Nation2Wide United Front/ Xu Jiajun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8 , China)
Abstract : It is maintained that Zhang Wentian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thought of Anti2Janpanese
nationwide united front and highlights CCP′s strategy of
united front . In the process of taking charge of the
CCP′s tactic transformation , Zhang Wentian insists on
democracy and puts forward many new policies. The
meeting held in Wa Yao Bao gets through the draft
resolution made by Zhang Wentian on Present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CCP′s Task , which formally confirms the
implement of establishing Anti2Japanese nation2wide
united front .
Key words : Zhang Wentian ; Anti2Japanese nation2
wide united front ; confirmation

The Forming of Zhang Wentian′s Socialist Economy
Thought under Certain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Wang Zedong ( School of Public
Adminstration , Fuzhou University , Fuzhou 350002 ,
China)
Abstract : Zhang Wentian′s socialist economy thought
is the rethink and criticism on‘Left′deviation ideology
that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new China′s
economy construction before the end of‘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ased on Marxism2Leninism′s socialist
economy idea , Zhang Wentian′s thought combines
Lenins′new economy policy with Chinese concrete
practice and signifies the positive achievements in the
cours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resources for the
formation of Deng Xiaping′s theory and is of great
sigficance for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 Zhang Wentian ; socialist economy
thought ;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

Discussion on Zhang Wentian′s Leader Education
Thoughts and Its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Gu
Minqi ( Party School , Changzhou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Changzhou
213016 , China)
Abstract : By reviewing Zhang Wentian′s experience of
leader education , the paper tries to summarize the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s leader education
thoughts. After reconsidering the current leader
education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 situation ,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oretical study an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School . Also 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Such activities do
good to the current leader education work.
Key words : Zhang Wentian ; leader education
thoughts ;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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