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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 人们一般谓湟水两岸羌人所居之地为湟中， 即湟水流贯其中之意。 《资治通鉴》

  

卷六十七胡三省注：
‘

湟水源出西海盐池之西北， 东至金城允吾县入河。 夹湟两岸之地 ，通渭

  

之湟中。

”
《西宁府新志》卷三日。

‘

古西羌所居 ，谓之湟中。

净
卷四又日 ：

“
湟水其源出西塞外 ，流

  

入 （西宁）县治， 古湟中之名繇是水也。

”

      

湟水又名西宁河， 是黄河上游一条重要支流， 在今青海省东部， 源出海晏县包呼图山，

  

东流经湟源 、 湟中、 西宁、 互助、 平安、 乐都、 民和等县、 市， 至甘肃省兰州市西达家川入

  

黄河。 全长349 公里 ，流域面积 （包括支流大通河）为38 ，000 平方公里 n ’
。 在地理学上， 湟水

  

沿岸地区称作湟水谷地。

      

湟水谷地及其以南的黄河干流川地， 总面积为368 万亩 ，均属青海省农业区， 历史上亦通

  

谓之湟中。 今根据农业生产环境的差异， 划为川水地区， 即河湟谷地灌溉农业区。

      

湟水流域的农田水利历史悠久， 其规模和经济效益皆甚过干流黄河。 黄河自贵德县以东

  

始有水利， 湟水整个流域都富水利， 是青海省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不仅是粮、 油主要产区，

  

而且是蔬菜、 瓜果的重要生产基地。 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认为不 外 乎 两 个原因： 第

  

一
， 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优越， 有利于灌溉， 适合发展农业生产； 第二， 由于历代政府和人

  

民对这种自然条件认识和改造的结果。 本文就试图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探索， 希望能对这个地

  

区的农田水利建设有一些裨益。

  

一
、 湟中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n ’

      

湟中 （即湟水谷地）的地理位置特殊，

4
万山环抱， 三峡重围， 红崖峙其左， 青 海 潴其

  

右 。

纵∞
北面是达坂山 （一名青岭， 东西走向， 海拔4 ，200 米）， 西及南面有日月 山 （古 称 赤

  

岭， 西北——东南走向， 海拔3 ，ooo 多米）、 拉脊山 （又名小积石山、 唐述山 ， 东西走向， 平

  

均海拔3 ，500 米）， 山间形成一条狭长的谷地， 东西长约250 公里， 南北宽约50-100 公里。 湟

  

水由西往东流过， 河床广阔， 两岸都有较宽的阶地， 是青海省的低平区， 海拔1 ，700-2 ，650

  

米。 其中的老鸦峡、 大峡、 小峡横亘河谷， 将湟水谷地截为数断， 形成西宁盆地、 乐都盆地

  

和民和盆地等三个山间盆地， 为青海省的黄金地带， 适于治河造田的地段很多 ， 是发展农业

  

生产较理想的地方。

      

湟中地区 ： 河流纵横 ，水利 （力）资源十分丰富。 湟水的年平均水量达五十多亿立方米 ，

  

超过黄河年平均水量的十分之一“’
。 且流量的年内变化大， 年际变化小。 河床坡度 呈 台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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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落差不显著 （自源头至入黄处， 水面下降不过4200 米）。 自民和至湟源， 浸水河谷宽广 ，

  

水流平稳， 虽有老鸦峡、 大峡和小峡之亘， 但峡谷较短， 不影响河水的畅流和航运 （自兰州

  

至西宁以溯湟水而上为捷径， 交通方便， 运输容易） 。 年平均流量约60 秒公方， 上游 流 量

  

小， 下游流量逐渐增大。 洪水多发生在七、 八月间， 较大的洪水几十年才出现一次， 汛期与

  

农作物生长季节基本一致。 因此， 湟水沿岸宜予开挖渠道， 发展灌溉事业。 近代水利学家李

  

仪祉指出：
“
不徒湟水本身， 多滋膏润， 而其巨细支流， 无虑二十余， 皆可引溉 ，洵膏沃之土

  

也。 所灌凡六县。

引驰

      

湟水河谷阶地主要为栗钙土和黄壤， 土质均匀， 土层深厚， 砂质、 泥质、 钙质皆有， 若

  

有水灌溉， 即富自肥之能力， 成为沃土， 适合农业生产。

    

． 由于湟水谷地海拔低， 南， 北、 西三面又皆为高山环峙， 对北方吹来的冷气流能起一定

  

的屏障作用， 是青海省的暖区， 不仅气候比较温暖， 而且寒暑适中， 七月份平均最高气温可

  

达20 ． O ℃ （湟源）-27 ． O ℃ （民和） ， 与河北省秦皇岛七月份的月均温度24.2 ℃相近。 故作

  

物生长期较长， 达215-234 天左右。 湟中各地皆能种植春小麦， 湟水下游还可种植水稻、 花

  

生等农作物。

      

由于湟水谷地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 东南季风的势力可以乘虚而入， 雨量比青海省

  

其它地区要多一些， 年降水量约250-500 毫米， 能满足农作物总需水量的40% 左右。

      

这里的温度虽然比我国南方偏低 （年均温自民和的7.9'C ，至湟源降为3 ． O ℃）， 但日照时

  

间长， 太阳辐射强度大， 光能资源丰富。 每天平均日照时数为7.2-9.8 小时， 比上海地区约

  

多 2-3 小时。 加之气温日较差大 ，夏季平均气温的 日较差约为12 ℃ 以上 。 白天气温高， 光照

  

充足， 光合作用时间长。 这些自然因素， 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成熟， 粮食作物籽粒饱满，

  

块茎作物个体肥大， 牧草营养成分高。

      

这里的雨水尽管不算多 ， 不能充分满足农作物生长的需要， 但湟水水量丰富， 只要发展

  

灌溉事业， 就可弥补其不足。 而且雨热同季， 降水量集中在七、 八月份 （占全年 降水 量 的

 

 80%左右） ， 仍可保证丰收。 无论旱涝 ， 都不致有荒年之虞。 故有谚语日 ：
“

旱 （田）怕晒，

  

脑 （田） 怕涝， 水地两不掉。

”
《西宁府新志》卷六曾指出：

厶

宁郡山高水陡， 七、 八月之间，

  

雨集辄有冲漫之患， 而土薄沙底便成石田。 幸湟中之水有黄河为之归宿， 因势利导， 无堤塍

  

之累 ， 害小利多 。

’

      

总之 ， 湟中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构成了这里农田水利兴起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可以说， 如果湟中地区没有这些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 就没有农业生产。

  

二、 湟中农田水利的开发历史

      

湟中地处我国西北边陲， 为西海咽喉， 地位十分重要。 清西宁道佥事杨应琚指出：
‘
盖宁

  

郡远通强虏， 近逼羌戎， 为河西之障， 河西为河东之障， 河东又为关中之障也。 宁 郡 无 重

  

兵， 则河西孤， 河西孤则河东虚， 河东虚则关中势弱， 所谓唇齿相依， ． 何其要哉。

. ∞于是，

  

自古以来， 湟中就是汉族统治者和少数民族贵族经常冲突争夺的地方。 由于封建王朝的武力

  

时盛时衰和少数民族的势力时消时长， 这个地区有时为汉族建立的王朝所统治， 有时为少数

  

民族及其建立的国家所占有。 而这些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同， 生产力水平有高有低，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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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 汉族皆进入了封建社会阶段， 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较高， 大都从事农业生产， 当他们

  

占领和经营湟中时， 对这里的自然条件都有较正确的认识， 并有能力去利用和 改 造 它。 相

  

反， 少数民族大都处于奴隶社会或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 生产力水平较低， 主

  

要从事游牧业， 当他们占据湟中时， 对这里的自然条件缺乏认识， 也无力利用和改造它， 只

  

能消极的依靠地理环境放牧， 逐水草迁徙。 因此， 致使湟中的农田水利开发， 经历了一个漫

  

长的道路和兴起、 衰落、 发展的曲折过程。

      

据考古发现， 早在新石器时期， 就有人类在湟中生息。 如
4
民和核桃庄、 乐都脑 庄、 大

  

通后子河等地的二十多座墓葬， 从出土文物看， 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 距今已有五千

  

年之久 。

纵”
尤其是

“
湟中县卡约村出土的一批文物， 表明当时社会已进入到以畜牧业为 主 或

  

半农半牧阶段。 其历史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后半期至商末周初左右 。

8 舯
这一事实充分说

  

明， 我们的祖先， 很早就对湟中的自然地理条件有了一定的认识， 开始了适应自然环境的活

  

动。

      

西汉以前， 湟中地区成了西羌诸种族游牧生息的地方。

‘

所居无常， 依随水草。
- 地 少五

  

谷， 以产牧为业 。

引耵
这时仍谈不上农田水利建设。

      

汉武帝时， 开河西四郡， 隔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 并斥逐诸羌， 不使居湟中地， 第一次

  

把湟中收为中原王朝的版图， 并在这片土地上修筑了军事据点西平亭 （今西宁市） ， 设置金

  

城郡及允吾 （附廓， 今民和县东南下川口） 、 临羌 （今西宁市西镇海堡） 、 安夷 （今平安县

  

平安镇） 、 破羌 （今乐都县东老鸦城）等四县， 加强行政管理。

      

汉宣帝神爵元年 （公元前61 年） ， 为了巩固对湟中地区的统治， 为了边境的安宁， 根据

  

后将军赵充国的建议 ， 决定在这里留兵屯田 ， 开
“

羌虏故田及公田……二千顷以上 ，
……缮乡

  

亭， 浚沟渠， 治湟陋以西道桥七十所。

引 10 ’
开始了利用和改造湟中自然地理条件的战斗。

      

从赵充国所上‘
屯田奏

,

和
4

留田便宜十二事
(11) 可以看出 ，当时他对湟中的战略地位和自

  

然条件 ， 已经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 即所谓
“

顺天时， 因地利
”

。

“

屯田内有亡费之 利， 外有守

  

御之备
”

。从而才能提出这样正确的政策。 虽然实施时间不长 （据史籍载， 神爵元年秋， 赵充

  

国始于湟中留兵垦殖屯田 ， 第二年五月鉴于边境已经平静， 奏准撤回屯田兵， 时间不过半年

  

之久） ， 但给后人指出了开发湟中农田水利的正确道路， 影响极大， 意义深远。 因为赵充国

  

所留下的屯田兵， 乃
“

淮阳、 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 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

,ClZ)
他们来自中

  

原， 大都是从事农业的劳动人民， 具有较高的生产技术和劳动经验， 善于治河辟地， 开渠灌

  

溉。 毫无疑问， 他们对湟中的农田水利事业起到了开创的作用。

“

现在乐都县之胜番、 岗子两

  

渠， 据传即为汉代水渠之遗迹。

cl3)

      

此后 ， 湟中地区的农田水利， 虽然经常遭到羌、 胡诸种族的侵扰， 但仍不断向前发展，

  

如东汉建武十一年 （公元35 年） ，

“

朝臣以金城、 破羌之西， 途远多寇 ，议欲弃之。 援上言，

  

破羌以西城多完牢， 易可依固； 其田土肥壤， 灌溉流通。 如令羌在湟中， 则为害不休， 不可

  

弃也。

(14)
这说明汉时在湟水流域兴建的农田水利设施 ，直到东汉还在发挥积极作用。 光武帝

  

刘秀不仅接受了马援的意见， 而且为了加速对湟中的开发， 还诏武威太守 ，

‘

令悉 还 金 城 客

  

民。 归者三千余口 ， 使各返旧邑。

V(15)
马援在任六年， 积极开发湟中，

砧

奏为置长吏 ，缮城郭，

  

起坞候， 开导水田 ， 劝以耕牧
(16)

。 使这里的农田水利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和成就， 人民生活

  

安定， 郡中乐业， 周围的氐、 羌等人不断前来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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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元十四年 （公元102 年）， 东汉政府又采纳金城西部都尉曹凤的意见， 子大小榆谷 （今

  

尖扎县境）
“

广设屯田 ， 隔塞羌、 胡交关之路，
……殖谷富边， 省委输之役

纵¨’
， 把屯田区画

  

湟水流域扩大到了黄河沿岸。 后来， 金城长史上官鸿， 在归义、 建威两地 （今贵德县黄河北

  

岸）开置屯田二十七部， 在东西邯 （今化隆回族自治县境内）屯田五部， 在留逢河 （今贵德

  

县境之黄河）沿岸屯田二部。

“
列屯夹河， 合三十四部

”

。

( 钔规模十分庞大。

      

从安帝永初元年 (公元107 年)起， 十余年中， 羌人不断侵拢河湟地区 ，

  

茹
湟中县粟石万

  

钱， 百姓死亡不可胜数
纵埔’

。 使得这里刚兴起的农田水利遭到破坏， 黄河沿岸新开 辟的屯田

  

区也不得不撤销。

      

永建六年 （公元131 年）， 当战乱平息后， 张掖太守马续代为护羌校尉， 继续 在 湟 中 屯

  

田。 <后汉书 · 西羌传》日 ：
“
两河闲羌以屯田近之 ，恐必见图， 乃解仇诅盟， 各自儆备。 续欲

  

先示恩信， 乃上移屯田还湟中， 羌意乃安。 至阳嘉元年 （公元132 年）， 以湟中地广， 更增置

  

屯田五部， 并为十部
”

。

      

像东汉在湟中地区这样大规模屯田垦殖， 必然要发展灌溉事业， 水利设施一定不少， 可

  

惜史籍缺乏记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 （公元220-589 年） ， 天下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 战乱不已。 湟中地区

  

先后为汉、 氐、 鲜卑、 匈奴等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争相割据， 农田水利事业长期无人问津。 其

  

中只有定都乐都（后一度迁都西平）的南凉 （鲜卑）政权， 由于社会物资生活的需要和汉族的

  

影响， 比较重视发展农业， 曾在战争中经常掠夺大批农业人口 ， 迁徙至湟中各地， 从事农业

  

生产。 如公元400 年 ，秃发俘檀袭击姑臧 ，

“

掠八千余户
(20)

，带回到湟中。 公元401 年，

4
河西

  

王利鹿孤伐凉， 与凉王隆战， 大破之， 徙二千余户而归。

纵21 ’

公元402 年，

  

又从河西显美、

  

丽轩、 凉泽、 段冢等地徙回二千五百余户。

( ’
同时， 秃发利鹿孤又安置了一些汉人于湟中

  

各城郭，

“
劝课农桑， 以供军国之用。

影23 ’
但是， 此种掠夺人口的措施， 往往引起不满， 逃

  

亡严重， 收效不大。

      

公元六世纪下半叶， 隋统一天下 ，湟中重新收入中原王朝版图 ，农田水利事业才逐步得到

  

发展。 开皇四年 （公元584 年）， 隋文帝派大将贺娄子干领兵击败吐谷浑对河西的进犯后， 即

  

“
勃子干勒民为堡， 营田积谷， 以备不虞。

(24)
当时因边境未宁， 虽然没有付诸实施， 但由

  

此可见， 隋朝统治者已经意识到在边境屯田的重要性。 至开皇十二年 （公元592 年）， 授慕容

  

三藏为廓州 （今贵德县西）刺史 ， 将内地
“

奸宄犯法者皆迁配彼州
引26 ’

。 大业五年 （公元609

  

年） ， 隋炀帝又于今共和县境置河源郡，

“

谪天下罪人为戍卒以守之。 命刘权 镇 河源郡积石

  

镇， 大开屯田 ， 扦御吐谷浑， 以通西域之路。

引28 ’
再一次把屯田区由湟水流域扩 大到了黄河

  

沿岸。 刘权
4
在边五载， 诸羌怀附， 贡赋岁入， 吐谷浑余烬远遁， 道路无壅。

n  (27) 取 得 了较

  

好的成绩。

      

唐朝前期， 国力强盛， 社会安定， 为了巩固对湟中的统治， 决定进一步开发湟水流域的

  

农田水利。 调露元年 （公元679 年）， 河源军经略大使黑齿常之 （驻今西宁市） ， 以
4

河源当

  

贼冲， 宜增兵镇守， 而运镶须广。 乃斥地置烽七十所， 垦田五千顷， 岁收粟斛百余万， 由是

  

食衍士精， 戌逻有备。
……凡淮军七年， 吐蕃怛畏 ，不敢盗边。

(28) 天宝八载（公元748 年），

  

哥舒翰率领十万重兵， 收复石堡城（今湟源县南），

‘
遂以赤岭为西塞， 开屯田 ， 备军实

引柚’
。

  

这些屯田措施， 大大推动了湟中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 出现了一派繁荣富庶的可喜景象。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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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著名诗人高适云游湟中， 他在诗中写道：

  

欢洽事， 相看总是太平人。

”

不幸 ，时隔不久，

  

了河湟地区。

  

“
万骑争歌杨柳春 ，千场对舞绣麒麟。 到处尽逢

  

安史之乱暴发， 吐蕃乘唐无力西顾之机， 占去

      

吐蕃是一个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的游牧民族，

“

随水草以牧， 寒则城处， 施庐帐
纵 30 ’

。

  

由

  

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和统治者内部的火并混战， 使得河湟地区刚刚发展起来 的 农 田 水利事

  

业， 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 如大中四年 （公元850 年）， 吐蕃论恐热
“

遂大掠河西鄯、 廓 等八

  

州， 杀其丁壮， 劓刖其赢老及妇人， 以槊贯婴儿为戏， 焚其室庐 ，五千里间 ，赤地殆 尽。

纵乩

  

唐诗人杜甫的《兵车行》， 对吐蕃统治下的青海描写道：

“

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白骨 无 人收；

  

旧鬼烦冤， 新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

”

      

公元十一世纪初 ，吐蕃族喃厮罗部在湟中崛起 ，建立割据政权， 首府设在 邈 川 （今 乐 都

  

县） ， 后迁至青唐城 （今西宁市） 。 喃厮罗统治湟中近一百年 （公元1006-1102 年）之久，

  

因是宋抗击西夏的依靠力量， 社会比较安定， 是中原通往西域的枢纽， 不仅中西商人往来密

  

切， 而且内地的农业人口和生产技术也随之大量流入， 经济、 文化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至

  

此， 湟水沿岸逐成为农田水利较发达的农业区。 当时，
一个到青唐城的汉人李远， 写了一篇

  

《青唐录》，对湟水沿岸的景象作了具体的描述 。他说： 自河州 （今甘肃临夏）炳灵寺西行三十

  

里至墨城 （今青海乐都县东南四十五里） ，

“

城因山削成， 屈曲相重。 自黑城西下坡 ，十余里

  

始得平川， 皆沃壤， 中有流水， 羌多相依水筑屋而居 ， 激流而碹。

”‘32 ’
《宋史 · 王韶传> 日 。

  

“

武威之南， 至于洮、 河、 兰、 鄯 ，皆故汉郡县 ，所谓湟中、
……土地肥美， 宜五种者在焉 。

”

  

宋朝右仆射赵挺之亦承认道： 响厮罗统治下的湟州（今乐都县）、 鄯州 （今西宁市） ，

“

其地滨

  

河， 多沃壤……民之供输于其国厚，
……皆衣食赡足，

…… c33)

      

公元1103 、 1104 年 （宋崇宁二、 三年） ， 宋军进占河湟地区 ， 直接进行统治， 改置西宁

  

州。 因
“

新复城寨， 土地例皆阙人耕耘 V(34 ’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宋王朝决定多招募弓箭手，

  

“

官给以地而不出租。

”

并
“

括空闲地召人耕垦出课
”

。

∞”
对发展当地的农 业生产起了一定促

  

进作用。 政和五年 （公元l 】15 年） ， 赵隆出任西宁知州 ， 他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 ，

“

请引宗

  

河水 （即湟水）灌溉本州城东至青石峡一带川地数百顷。 从之 。

(3e ’
还从自己 老家河州募人

  

到湟中佃种官田。 从而使得
“

羌豪信服， 十二种户三万六千， 愿比 (屯) 内地
引 37 ’

。 重 和 时

  

（公元1118 年） ， 廓州安抚史何灌， 又
“

引邈川水（即湟水）溉闲田千顷 ，湟人号广利渠
引88 ’

。

  

他向徽宗
“入言：

‘

汉金城、 湟中谷斛八钱， 今西宁、 湟、 廓即其地也。 汉唐故渠尚可考。 若

  

先葺渠引水， 使田不病旱， 则人乐应募， 而射士之额足矣。

’

从之 ，甫半岁 ， 得善田二万六千

  

顷， 募士七千四百人， 为他路最。

纵跚’

大大发展了湟中的农田水利事业， 其屯垦规模和经济

  

效益都远远超过了西汉赵充国的万人屯田计划。 结果，

“

西宁、 湟、 廓三州 良田沃野
引40 ’

。

      

明朝建国后 ， 在河湟地区设置卫所， 派遣重兵驻防， 并采取
“

寓兵于农
”

的政策， 大兴屯

  

田 。

一方面， 令边塞卫所军士开荒种地， 自己解决吃穿问题； 另方面， 由内地移来大量农业

  

人口 ， 提高当地的生产技术。 如洪武十年 （公元1377 年） ， 于今贵德县置归德所 ，

“

留马军五

  

百， 卫守此土， 屯军五百以供刍粮
纵41 ’

。 十三年又从
“

河州拨民四十八户来贵德开垦守城 ，自

  

耕自食， 不纳丁粮。

p  (42’
英宗正统中 (公元1442 年前后) ， 刘钏

“
为都督， 奉命整饬贵德自

  

积石关 （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 ， 抚有番人七十二族， 开设诸屯， 垦辟田土， 立茶马司，

  

易马一千七百匹， 诸番感悦， 而官厩充实。

(43)
黄河沿岸如此， 湟水流域更无例外。 宣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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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元1426 年）， 都督佥事史昭镇西宁，

‘
以卫军守御， 不暇屯种， 其家属愿力 田 者七百七

  

十余人， 请俾耕艺， 收其赋， 以足军食。 从之。

(44l 万历七年 (公元1579 年) 。 陕西按察请

  

副使董汝汉，

“

兵备西宁，
……开垦荒田数百顷， 招抚流移百千余家

n46 ’

。

      

由于明王朝在河湟地区采取了上述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 水利设施亦相应发展起来。 据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四记载： 西宁卫南有那孩川渠。

4
又卫北八十里有广牧川 渠。 志云：

  

卫境之渠约二十有余， 分流灌田 ， 民资其利。

¨
至明末， 湟水流域已有耕地七十万亩左右，

  

黄河贵德以下及浩门河流域也有耕地数万亩。

U  (40)
。

  

三、 湟中农田水利的蓬勃发展

      

清代已进入封建社会末期， 尽管清王朝的封建制度和闭关锁国政策对生产的发展起了某

  

些阻碍作用， 但由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 黄河流域的农田水利事业仍然有所发展， 取得

  

一定成绩。 尤其湟中地区的灌溉事业空前繁荣， 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雍正二年 （公元1724 年） ， 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奉命镇压了罗 卜藏丹津的反清事

  

件后 ， 为了巩固这一胜利成果， 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除对青海高原加强行政管理外， 就

  

是积极发展河湟地区的社会经济。 他在《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奏议中提倡
“
边内地方宜开垦

  

屯种
”

。 其措施是：
‘

查西宁边墙内， 俱属可耕之田 ，
……请将直隶、 山西、 河南、 山东、 陕

  

西五省军罪犯人， 尽行发往大通 （今门源回族自治县） 、 布隆吉尔等处， 令其开垦； 查西宁

  

本处人民与驻大通三千兵丁子弟亲戚， 请愿往种者正不乏人，
……令地方官动支正项钱粮，

  

买给牛具、 籽种， 三年后照例起料。

(47)
即采用就近移民和内地徙边的两种办法， 大力开发

  

浅山地区 （即湟水流域两岸干旱半干旱黄土丘陵地带）的荒地， 扩大耕地面积， 增加粮食生

  

产。

      

后来， 西宁道佥事杨应琚，

‘
两任湟中十三载，

……多年劝课， 不遗余力 (48)
。 乾 隆 四

  

年他上奏说：
‘
查得巴燕戎 （今化隆回族自治县）……地方宽广， 土色亦肥 ，其间有可垦之地

  

合长四十余里， 宽三、 四、 五里不等，
……均可开垦 ，

……应请因地之利 ，设官劝垦，
……其

  

所开之地， 俱作旱田 ，
……照旱地十年之例， 升科上仓， 拨充兵粮。

(40)
清朝政府接受了他

  

的意见， 令其招谕当地汉番居民陆续开垦。 此后， 他还招募今大通县向阳堡附近 的 汉 番 居

  

民， 迁往今门源回族自治县红山咀一带开荒种地。

(50) 由于扩大耕地面积的结果 ，

4
宁属四川 ，

  

己无不垦之土
”

。

侣¨“

故田野 日辟， 生齿岁增
n  csZ)

。

      

与此同时， 清王朝还积极发展水利事业。 杨应琚认为：

 

 4
盖水利边民之大命也纵63 ’

。 并

  

指出水利与旱田的关系，

“
然有旱田者， 皆存弹丸水地以为根本

u(54>
。 丰张向前入学习 ，

珥
相

  

其流泉， 度其原隰， 顺水之性， 因土之宜课， 浚渠之条， 严争溉之弊。

引55 ’
于是， 他领导人

  

民在河湟地区展开了兴修水利的战斗。 如归德所 （今贵德县） ，

“

所治地亩向无渠道 ，皆决口

  

漫浇。 乾隆六年 （公元1741 年） ， 经西宁道佥事杨应琚、 知府申梦玺、 所千总李滋宏捐俸戗

  

筑支干渠， 就渠道远近定引水庄堡， 并设立渠长， 每岁按地派夫浚筑， 渐获水利。

纵56 ’

      

至十八世纪后半叶 （清高宗乾隆时） ， 西宁府所属县、 卫、 所的农田水利已十分发展，

  

其经济效益亦十分可观。 据<西宁府新志 · 水利》记载：

      

西宁县 （今西宁市及湟源、 湟中、 平安、 互助等县）有一百三十六渠， 溉地八万二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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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八十九段， 下籽六千九百石四斗三升五合。

      

碾伯县 （今乐都、 民和二县）有六十八渠， 溉地四万七千四百六十三段， 下籽二千四百

    

九十二石六斗六升五合。

      

大通卫 （今大通、 门源二县）有四渠， 溉地五千七百四十七段， 下籽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三升四合。

      

归德所 （今贵德、 尖扎 ． 贵南、 同德等四县）有四渠， 溉地四千二百五十二段， 下籽六

    

百九十一石五斗一升二合。

      

共计干渠二百一十二道 （支渠未计） ， 溉地一十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一段， 下籽一万一千

    

六百石六斗四升六合， 折合水地约四十六万四千零二十六亩 (1936 年青海省土地局规定每石

    

约合四十亩) 。

      

据《循化志 · 水利》记载： 循化厅 （今循化、 同仁、 泽库三县， 原属兰州， 乾隆末割属西

    

宁府）有九渠 （支渠未计） ，

“
四时之水不竭， 不特向之荒芜者顿成沃壤， 即渠下所历田亩，

    

亦无早乾之虞。

7

共浇地约二万一千五百六十二亩。

      

又据《西宁府续志 · 水利》补记： 巴燕戎格厅 （乾隆九年置， 今为化隆回族自治县）有十

  

． 渠 （支渠来计） ， 灌地三千零六十一段， 下籽六百七十四石三斗九升， 约合二万六千九百七

    

十六亩。

      

此后， 河湟各地的渠道和灌溉面积都有增加， 其中仅西宁县的灌溉面积就增至四千二百

    

七十四顷
(57)

。

      

总之， 有清一代， 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 湟中地区的渠道密如蛛

    

网 ， 纵横交错 ，小者长数里 ，大者十几里至三、 四十里， 致使一片片荒地变成了绿州， 连年获

    

得丰收， 呈现出
“

漠漠皆良田
”

，

“
北岸多林泉

”

的新气象 (58)
。粮食由原来不能自给， 不仅有了

    

剩余， 而且还能支援外地。 如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 年），

4

甘肃用兵 ，檄河西各卫挽运糗精 ，

    

湟中不产米粟， 兼道路崎岖， （刘）殿衡陈其不便， 独宁属免运。

(s8) 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

    

年）乃
“

运西安仓米五万石贮宁， 以备用
”

。

(oo)
但是， 到了乾隆二年（公元1737 年）， 农业 生 产

    

开始发生了变化， 时甘肃巡抚德沛疏称：
“

请于河东平凉、 庆阳， 临洮、 巩昌四府 ，
……河西

    

甘州 、 凉州 ， 宁夏、 西宁四府，
……酌量采买， 共贮粮一十七万石， 以备应用 。

引61 ’

这说明 ，

    

此时西宁府成了西北地区粮食生产较高的地区之一
。 对此变化， 当时在湟中为官的杨应琚深

‘

    

有所感， 他说：
4

余承乏之始， 仓粮仅四千石， 而社谷无颗粒。 数年以来， 岁获连熟，
……今

    

四属仓粮几二十万， 而城乡皆有社谷。

引酡’几年之间， 宁属仓库贮粮就增加了三十多倍 ，可见

    

农业生产已经十分发达了。

      

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 年）陕甘总督勒保又奏称 ：
“
兹查距省较近之西宁， 现存粮二十七

    

万余石 ， 该处所用无多，

。

请拨五万石赴皋兰（今甘肃兰州市）， 作为实贮 ， 以备借粜。

引驰’
说明

    

这时西宁府已十分富庶，
一次能调出五万石粮食。

      

清末， 湟中诗人来维礼在西宁郊外春游时， 曾作诗曰 ：
“
远水含沙夕照明， 绿杨处处有莺

    

鸡。 赏心膏雨连三日， 大麦青青小麦生。

”

生动地描绘了西宁春天的兴旺景象。

      

与此同时， 湟中地区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人口迅速增加。据 《西宁府新志 · 户 口 >统计：

    

西宁府所属县 、 卫、 所的户 口的增长情况如下：

      

附郭西宁县 顺治二年 （公元1645 年） ， 原额编审人丁13686; 乾隆十一年 (公元17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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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18925 ． 口 70470 。

      

碾伯县 顺治二年， 实在人丁6144; 乾隆十一年， 户9731 ， 口58720 。

      

大通卫 雍正三年 （公元1725 年） ，原额编审人丁5862 ；乾隆十一年 ，丁11800 。

      

贵德所 顺治二年， 原额编审人丁2068; 乾隆十一年， 人丁11506 。

      

共计人丁（不含番民户 口 ）， 雍正三年前27760 丁， 乾隆时152496 丁。 其中西宁 、 碾伯、 贵

  

德三地一百年来增加了五倍多， 大通卫二十一年中增加了一倍左右。

      

到嘉庆时， 湟中各地人口及田赋仍在不断上升。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六九 。 西 宁 府

  

▲

原额民丁共二万七千九百二， 今滋生民丁男妇大小共二十万八千六百三名口 。

%
田地共六千

  

一百九十三顷六亩一分有奇。 番地共十六万一千三百七十三段。 额征粮共三万八千九十五石

  

四斗七升。

4

这时， 光民丁比以前又增加了九倍多， 田地额征粮比乾隆时增加七千 二 百 八 十

  

石 (0 ¨
。

      

上列官方的一些统计数字，
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相当高， 另方面还是农

  

田水利蓬勃发展的有力佐证。

  

四 、 几点启示

     

 (l)自然地理环境不是农田水利兴起的决定因素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地理环境（我们周围的自然界、 社会生活的外部自然条件 ：气候，

  

土壤 、 矿藏等等）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必需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
， 它影响着社会的发展 ， 加 速

  

或延缓社会的发展。 但是 ，

’

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决不起决定作用。 地理环境对社会影响的大

  

小决定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 在社会生产力不同的情况下， 这种影响也就不同。 至于利甩

  

资源的深度和广度， 则决定于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科学技术水平。 这点， 从上述湟中农田水利

  

的历史完全可以得到证实， 尽管湟中的地理位置特殊， 有发展农田水利的有利自然条件， 如

  

果没有历代人民去认识它 、 利用它和改造它， 是不可能得到开发的。 如果没有国家的统o 和

  

社会的安定， 农田水利也不可能向前发展。 至于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则完全受到人们所处社会

  

的制约。

一般来说， 汉族代表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 ， 他们对湟中的开发和作用要比少数民族

  

大得多。 可惜自从两汉开发湟中的农田水利以来， 这里长期变乱无常， 经常为落后的游牧民

  

族所据， 农田水利事业遭到各种挫折或破坏， 发展十分缓慢， 直到明末 ，许多地区仍然荒芜 。

  

清代才得到迅速发展。 因此， 今天我们开发大西北 ，要想使那里的地理环境为四化建设服务 ，

  

就要深刻地去认识它， 善于利用它， 积极改造它。 即必须
“

顺天时， 因地利
”

， 扬长避短， 最

  

大限度的发挥地理环境在社会物质生产中的有利作用， 消除其不利因素。

     

 (2)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农田水利兴起和发展的根本保证

      

在汉代， 由于汉朝政府采纳了赵充国
‘

留兵屯田
挣

的政策， 给农田水利的兴起提出了时代

  

的要求， 不仅解决了边防军的粮食供应 ， 而且给后人开发湟中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因为湟中

  

地区地广人稀， 要想开发这里， 就必须解决劳动力和生产技术问题。 历史经验证明， 留兵屯

  

田或从内地移民实边， 则是最好的办法。

一方面增加了必要的劳动力，
一方面这些人带来了

  

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经验。 可以说， 没有正确的政策， 就没有湟中的农田水利。 长 江 在 其 所

  

著《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指出：
‘‘

赵充国用屯田法逐步的赶走了先零族， 开中国历史上治边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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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之先途径。 他的屯田政策， 如果用新的名词解释， 可以叫
‘

军事的农业政策
’

。 因为藏族是

  

游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 打打仗， 或胜或败， 只能影响他暂时的地位的变迁， 不能根本改变

  

他社会的机构， 即是不能找出最后的胜负点来。 所谓屯田法， 即用军队维持了新占地区的治

  

安， 同时即用军队开垦 ， 把草地弄成农田 ， 并造成城市、 村落， 使社会从游牧社会进而为农

  

业社会。 农业社会造成之后， 不必用兵， 游牧民族无论如何也站立不稳了。

簟

这是十分科学的

  

见解。 事实证明， 汉以后， 凡是遵循了赵充国屯田政策的王朝和政权， 治理湟中 都获 得 成

  

功。

      

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情况虽然变了， 但是， 湟中的地理位置未变， 它的自然资源仍然十

  

分丰富， 需要我们去开拓。 党中央已经确定在本世纪末把建设的战略重点转移到大西北， 为

  

完成这一重大任务， 不仅需要青海各级党政各族干部群众的努力， 而且还需要全国各地人民

  

的支持， 尤其是在科技、 教育和人才等方面的引进。 中共青海省委书记 、 省长董静波号召说：

 

 4
要为大规模开拓青海创造条件， 变潜在的财富为现实财富， 还须付出极大的努力 ，经过长期

  

的奋斗。

一切有志于把青春、 力量和智慧献给青海四化事业的人们， 都可以在开拓青海中大

  

显身手， 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干部更能在广袤富饶的青海土地上锦上添花 ， 贡 献力

  

量 。

引驰’
这也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必然结果。

     

 (3)要开源节流， 扩大农业经济效益

      

湟中地区天旱少雨， 虽然有湟水可以弥补其不足， 但今后要扩大耕地面积， 提高单位面

  

积产量 ， 还需要大量的水资源， 才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因此，
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水利

  

设施的管理和利用， 提高灌溉技术， 科学用水， 节约用水， 杜绝漫灌等浪费水资源的现象，

  

充分发挥现有湟水资源的作用； 另方面， 还必须扩大水源， 即开辟地下水。 据地质地理学家

  

考察：
“
湟水谷地除干流面积不大的中下游河段地下水资源较少外， 其余广大干支流沿岸， 含

  

水层较深厚， 矿化度低， 以重碳酸盐型淡水为主， 浅水层地下水动储量为13  .21立米／秒， 静

  

储量约9.45 亿立米。 在有条件的地区， 不仅可以发展井灌， 补偿盛夏季节湟水灌溉用水的不

  

足和扩大水地面积， 而且也可作为城市、 工矿的中小型供水水源 。

coe ’

      

另外 ， 湟中的泉水很多， 给农田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水源。 据《西宁府新志》卷四记载： 西

  

宁县有佛鹈泉 、 龙泉等二十六道， 碾伯县有雷泉， 红泉等十七道， 大通卫有星泉、 峡门泉等

  

四十二道， 归德所有莫却泉、 驻马泉等十五道。 这些泉水的水质良好， 流量较稳定， 适于灌

  

溉和人畜饮用， 虽然在清代有的已
“

引以溉田
”

， 有的
“

灌田甚多
”

， 但不够普遍。 今天我们应

  

当充分发挥它们的灌溉作用。

     

 (4)要不断冲破生产关系的束缚， 解放生产力

      

清代湟中的农田水利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 但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则严重阻碍它继续前

  

进， 尤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 这种反动作用表现更为突出。

“

公元1912 年（民国元年）以后的二

  

十多年间， 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 人民贫困达于极点， 不但新工程无法举办， 即旧

  

渠道也无力维修， 而军阀、 官僚们只知敛财自肥， 在水利方面毫无设施， 因之不少渠道濒于

  

废弃。 据公元1934 年 （民国二十三年）青海省政府的调查， 西宁、 互助 、 乐都 、 民和 、化隆、

  

循化 、 同仁 、大通 、 门源 、 湟源 、 贵德 、 共和 、 都兰等十三县供灌溉的水渠 ， 只有一百八十四条，

  

可灌田六十三万一千七百八十余亩（缺循化县灌溉田亩数）。

引87 ’

公元1938 年以后， 马 步 芳为

  

了灌溉所霸占的西宁至附近各县的大量农田和扩大耕地面积， 虽然兴建了曹家堡渠 （在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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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平安渠 ， 长胜渠 （在湟中县）、 庆凯渠（在乐都县）、 阁公渠（在西宁市）等五条渠道， 共

  

长八十九公里， 灌溉面积约五万六千余市亩
埔舢

。 然而所有生产资料、 劳动果实和经济效益 ，

  

都为少数封建地主、 牧主头人和宗教寺院所占有， 广大农牧民则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榨。

4

如

  

西宁市东郊公社中庄， 在解放前， 占该村人口 1.9 万的官僚地主 ，却占有该村土地 总 面 积 的

 

 85%; 互助县裙宁寺土观佛一个人就占有土地17011 亩， 占当地耕地的30%, 湟中塔尔寺占有

  

当地耕地的70% ，使广大农民变成了佃户 。
……此外， 还有各种超经济剥削、 高利贷剥削和名

  

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使贫下中农（牧）终年辛勤劳动不得温饱， 正如当时在农牧民中流传的歌

  

谣那样：

‘

湟水日夜流， 终年没尽头， 流不完穷人的苦和愁。

”伯钔

      

解放后，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生产力获得解放 ，湟中的农田水利建设飞快发展 ，

  

至1979 年， 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 ，

“

水地面积已由过去的七十多万亩， 发展到二百 五 十 多 万

  

亩。 河川谷地农业和林牧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粮食平均由1949 年的二百斤， 提高到五

  

百斤， 并出现了春小麦万亩以上的千斤丰产田和一批亩产超千斤的生产队。

D  (7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农村改革和农业新政策的实施， 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得到

  

解放， 大大调动了农牧民生产的积极性， 近几年来湟中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 农田水利事业

  

又有了较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

      

历史告诉我们， 必须深入开展农村经济改革， 不断解放生产力， 经常调整生产关系不适

  

合生产力发展的部分。 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 人 民

  

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就是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 解放生产力的重大决策， 已经取 得

  

了显著成就， 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水电部《关于加强农田 水 利

  

设施管理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贯彻执行。只有这样不断改善生产关系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注释 ：

 

 (1)参见冯迈： 《青海地理概况》 ， 1958 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本节所引资料和数字， 除注明出处者外， 皆参见 《青海农业地理》 ． 1976 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3)《明一统志》卷三七引 < 西宁卫志》 ．

 

 (4)(70)黄委会 t

 

 <黄河万里行》 ． 1979 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5)《中国水利问题》第四篇 < 西北水利问题》 。 六县指西宁、 湟源、 乐都、 民和、 互助、 大通．

 

 (6)乾隆 c(西宁府新志》卷一六， 岁榷。

 

 (7)(8)李蔚 } Ⅸ灿烂的青海古代文化》 ， 《光明日报 >  1984年12 月30 日。

 

 (9)(17)(18)(19) Ⅸ后汉书 · 西羌传》 。

  

‘10)(11)(12) 《汉书 · 赵充国传》 。 二千顷约合今六万余亩。

 

 (13)王成敬： Ⅸ西北的农田水利》 ． 1950 年中华书局出版。

 

 (“)(15)(16)(< 后汉书 ．
、马援传》 。

 

 (20) 式资治通鉴》卷一一一
。

    

、

 

 (21)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

 

 (22)(23) Ⅸ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九。

 

 (24)<<隋书 · 贺娄子干传》 。

 

 (25)((隋书 · 慕容三藏传》 。

 

 (26)甙资治通鉴》卷一八一
。

 

 (27) Ⅸ隋书 · 羽权传》 。

  

‘28) 《新唐书 · 黑齿常之传》。 《资治通鉴》卷二O= 作
“
岁收五百条万石’

 

 (29)《新唐书 · 哥舒翰传》 。

      

（下转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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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吸取其精华， 扬弃其糟粕， 使古代的林业科学技术得到继承和发扬。

      

注

  

释．

    

① < 宋史 ·食赞志上》．

   

 @桓谭 最新论》 ．

    

③ 《墨子 ·节莽》，

 

 N--●,. ●¨●, —●,.|I..+++.●I. ●.+ —●H ●.++. ●.. ●H ●.+ ●●+. ●H ●.+.●-+.●.+..p●◆●++ ●●....  -

      

（上接218 页）

     

 (30) 《新唐书 · 吐蓍传上> ．

     

 (31)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

     

 (32)载 《说郛》卷三五 ．

     

 (33)(35) 《宋史 · 兵志》 ．

     

 (34)(36)(40) 《宋会要辑稿》第一五四册 ， 《食货》六三．

     

 (37) 《宋史 · 赵隆传》 ．

     

 (38)(39) 《宋史 · 何灌传》 ．

     

 (41)(43)(45)(59) 《西宁府新志》卷二五 ， 名宦．

      

‘42) 定西宁府新志》卷一六， 户 口．

      

‘44) 《明史 · 史昭传》 ．

     

 (46)  K青海农业地理》第三八页．

     

 <盯）《东华录》雍正四．

     

 f48) 墩西宁府新志》卷兰 ， 疆域。 杨应琚于雍正十一年（公元1773 年）任西宁遭· 乾隆元年至十二年‘公元1736 一l¨n

      

年）再任西宁道 ， 共在任十三年。

      

‘49)(51) 宸西宁府新志》卷三四 · 艺文 l 斌碾邑巴燕戎请设官开田议》 ．

     

 (50) 《西宁府新志》卷三四 ， 艺文 t

 

 <请开大道协城红山咀东荒地议》．

     

 (S2) 《西宁府新志》卷一六 ， 贡赋．

     

 (53) 《西宁府新志》凡例 。

     

 (54)(55)(56) Ⅸ西宁府新志》卷六， 水利．

     

 (57)见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六九 ， 西宁府．

      

‘58) 《(西宁府新志》眷四0 ． 艺文 l 《夏 日游湟水北岸柴园》．

     

 (60) 宸西宁府新志》卷三一
， 纲领下．

     

 (61) 蠕清高宗实录》卷五四， 页— O 。

     

 (62)((西宁府新志> 卷一三 ， 杜仓。

      

‘63) 式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三 ， 页二七至二八页． 台湾华文书局总发行．

     

 (64)参见乾隆 c(大清一统志》卷二O 七， 西宁府．

     

 (65)黄静波． 《青海要开拓， 科教要先行》 ， 光明日报1983 年10 月27 日。

     

 (66)求青海农业地理》第二四页．

     

 (67) Ⅸ青海历史纪要》第=00 页。

     

 (68) 《青海农业地理》第三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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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在京召开

      

（本刊讯）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通过通信选举产生 第三届理事。 农史学科范楚玉、 董恺

  

忱 、 叶依能、 陈文华共四人当选为理事。 第三届理事会于今年三月份在北京召开 。 会上选举

  

了常委会。 并推选柯俊为理事长， 席泽宗、 陈美东等为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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