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冰

李冰，战国晚期 (公元前 3 世

纪) 人。生卒时间史无记载，但事迹

史不绝书。秦昭襄王时，李冰在任蜀

郡守期间，创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古代伟大的水利专

家。

秦灭蜀国和巴国后 (公元前 316

年)，又经三次平定蜀乱。秦昭襄王三

十年 (公元前 277 年)，蜀郡守张若伐

楚，取得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张若

调任黔中郡守，李冰接任为蜀郡守。

李冰知天文地理，深入实地调查研

究，总结前人的治水经验，重视群众

的力量和智慧。他认识到渠首工程的

成败关系到灌区的兴衰，在渠首选点

上作了深刻的科学研究。成都平原由

岷江、湔江、石亭江、绵远河、文井

江、斜江、# 江七个冲积扇缀合而成，

李冰精心地选择在成都平原顶点的岷

江上游干流出山口处作为工程地点。

其优点是：(一) 地势居高临下，有高

屋建瓴之势；(二) 岷江上游水资源丰

富而稳定；(三) 渠首到成都很近 (60

千米)，首先“穿二江成都之中”解决

航运、灌溉和城市用水问题；(四) 渠

首工程建设配合地形条件，乘势利

导，因时制宜地修建无坝引水的鱼嘴

分水堤，泄洪排沙的溢洪道，保证成

都平原引足春水和控制洪水的咽喉工

程——宝瓶口；(五) 渠首顺西北高东

南低的地面坡势而下，能分洪减灾、

水运木材、航运物资、灌溉农田；

(六) 工程材料能就地取材用竹、木、

卵石，简单费省易行。

李冰在渠首充分利用地形条件修

建分水堤无坝引水，使岷江上游冲下

的沙石顺流而下。分为内外两江以

后，考虑了成都平原只能引水受益，



不能因过多分洪而成灾，于是选定并

凿开玉垒山岩嘴形成咽喉工程“宝瓶

口”，起吞纳春水受益，控制洪水减灾

的关键性作用，而这项咽喉工程在落

后的铁工具和没有火药的困难条件

下，能坚持从砾岩上凿开，没有李冰

的坚强意志与群众的努力是不能完成

的。都江堰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951 年 7月

27 日洪水进入宝瓶口流量达 746 立

方米每秒，目前灌溉需要流量 400 立

方米每秒，总体规划按发展需要 480

立方米每秒。其效益之长远，足见其

深谋远虑的伟大思想。

李冰还考虑了从宝瓶口以上配合

地形条件修建溢洪道，其高度能满足

宝瓶口引进春水，其宽度能适应内江

河口分进大量洪水及沙石的排走。两

千多年来，实践证明都江堰渠首工程

的位置优越合理，工程布置适应自然

规律，分水堤、溢洪道、宝瓶口三项

工程相互制约，相辅相成，联合发挥

引水、分洪、排沙的重要作用。

李冰任蜀郡守期间除集中主要精

力创建都江堰外，还建设了 10 项有

益于民的工程：(一) 凿建广都盐井；

(二) 凿通石犀溪；(三) 修建成都周

围交通要道的七座桥；(四) 分穿羊摩

江灌江西； (五) 置三个石人于三水

中，作为都江堰渠首量水的准则；

(六) 凿平乐山大渡河出口处的溷岩，

整治航道；(七) 凿平宜宾附近岷江出

口一带岩石，整治航道；(八)通笮道，

整治陆路交通； (九) 疏通文井江；

(十) 疏导石亭江。最后，在石亭江病

逝，葬于什邡县章山。

李冰为民造福深入人心。为了缅

怀李冰的丰功伟绩，早在东汉建宁元

年 (公元 168 年) 就雕刻了李冰大型

石像在都江堰渠首供奉，以后新都、

乐山、犍为、夹江、内江、长寿、江

津等数十县修建川主庙。历代陆续在

都江堰市二王庙、伏龙观及什邡大王

庙、原崇宁、原华阳，祭祀李冰。历

史上每年都江堰内江岁修工程完成

后，都要在“清明节”举行隆重的开

水典礼，同时举行仪式纪念李冰。

文 翁

文翁，名党，字仲翁，西汉文帝、

景帝 (公元前 2 世纪) 庐江郡舒县人

(今安徽省庐江县)。文翁在任蜀郡守

期间，开挖湔江口，兴建引水渠，创

建了灌溉繁县 (今彭县南部及新都一

带) 1700 顷农田的灌区，是历史上最



早扩建都江堰灌区的功臣。并采用竹

木材料修筑陂塘，发展小型水利工

程。文翁在蜀发展农田水利，打下了

蜀郡“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物质

基础。他还提倡教育，创办学校，后

称“文翁石室”(原址在今成都石室中

学内)，为提高蜀人文化水平作出了

贡献。文翁寿终于蜀，人民为之建立

祠堂，春秋祭祀。

诸 葛 亮

诸葛亮 (181－234)，字孔明，琅

琊阳都人 (今山东省沂县南)。年幼时

随叔父诸葛玄至豫章，后至荆州，在

隆中 (今湖北襄樊市) 躬耕读书，隐

居十余年，常自比管仲、乐毅，被称

为“卧龙”。建安十二年 (公元 207

年)徐庶向刘备推荐，刘备三顾茅庐，

共论天下形势，于是辅助刘备建立蜀

汉政权，形成三国鼎立局面，因功拜

为丞相。建兴元年 (公元 223年) 刘

备死后，刘禅继位，封为武乡侯，主

持国家军政大事，积极实行法治，推

广屯田，以利耕战，使“民贫国虚”的

蜀汉，呈现出“耕战有伍，刑法整

齐”的景象。诸葛亮通晓兵法，曾革

新“连弩”，又创造“木牛流马”以改

进山地运输。建兴十二年 (公元 234

年) 与魏将司马懿在渭南相拒，病故

于五丈原 (今陕西省眉县西南)，葬于

定军山。

诸葛亮充分理解四川的经济地位

和作用。他任丞相后，十分重视水利

建设，以都江堰水利工程为蜀中农业

的根本，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重视

管理维修，专征派 1200 人组成护堰

维修队伍，并设堰官管理。相传成都

西北郊长达九里的“九里堤”也是诸

葛亮主持修建的。诸葛亮在蜀所兴堰

工，仅就其维修管理之功，也足使后

人称道。

高 俭

高俭 (577－647)，字士廉，渤海

蓚 (今河北省景县) 人，唐贞观元年

至五年 (公元 627 至 631 年) 出任益

州 (治成都) 大都督府长史，贞观五

年调升吏部尚书，后封许国公。

高俭任益州长史期间，正值四川

人口繁生、经济复苏时期，都江堰灌

区附近的田地、价格日趋昂贵，每顷



约值一千两银，民间经常发生侵夺田

地的事件。高俭为了消除这种不正常

的现象，在原有渠道和工程整治的基

础上，布置和扩建了许多分支渠道，

以扩大灌溉面积，使灌区农户共同受

益。《旧唐书·高俭传》记载：“士廉
附故渠，厮引旁出⋯⋯于故渠外，别

更疏决⋯⋯蜀中大获其利，人以富

饶”。都江堰灌区于是有了较大发展。

刘 易 从

刘易从，徐州彭城人 (今江苏省

徐州市)，唐中宗嗣圣元年 (公元 684

年) 任益州长史。武后重拱二年 (公

元 686 年) 迁任彭州长史 (治今彭县

城)。永昌元年 (公元 689 年) 为徐敬

贞所诬陷被杀。

刘易从任彭州长史期间，曾开挖

唐昌 (今郫县唐昌镇) 沲江，引水源

建分支渠道，并与堋口娘歧水汇流

(今彭县湔江上源)，以灌溉今彭县南

部农田。《新唐书·地理志》记载：

“彭州濛阳郡九陇，武后时，长史刘易

从决唐昌沲江，凿川派流，合堋口埌

歧水，溉九陇、唐昌田。”即在都江堰

干渠蒲阳河左岸，凿开引水口，灌溉

彭县农田，也是官渠堰的前身，使都

江堰灌区向平原西北方向发展。

刘易从任彭州长史期间，治水有

贡献，后受诬陷，临刑时，百姓“远

近奔赴，竟解衣投地日：‘为长史祈冥

福’”。后平反昭雪，民为立祠。

章 仇 兼 琼

章仇兼琼，唐颖川人 (今河南省

许昌人)。开元二十三年至天宝五年

(公元 735 至 746 年) 任益州长史、剑

南节度使兼采访使。

章仇兼琼对四川水利建设有较多

建树。温江新源水上原有隋代蜀王杨

秀兴建的引水航渠，用来流放成都西

部山区砍伐的竹木，年久淤塞。开元

二十三年 (公元 734 年)，兼琼根据这

一航渠的故道，重新修治，使之恢复

功能。

新津县西南二里古代有远济堰，

彭山县有通济堰，实为岷江右岸引水

干渠，年久淤废。开元二十八年 (公



元 740 年)，兼琼重新修复，后称通济

堰，其规模逐渐扩大。这项工程从新

津邛江口引渠南下，干渠长 120 里，

尾水至眉州 (今眉山)，然后西南汇入

岷江。干渠下分 4 个筒口，分别接引

4 条支渠，保灌当时眉州通义(今眉山

境)、彭山 2 县千多顷农田。据《新唐

书·地理志》记载：“彭山县有通济堰

一，小堰十。自新津邛江口，引渠南

下百二十里，至州西南入江，溉田一

千六百顷，开元中，益州长史章仇兼

琼开。”新津县“西南二里有远济堰，

分四筒穿渠，溉眉州通义、彭山之田。

开元二十八年，采访使章仇兼琼开。”

眉州东 7 里的蟆颐堰，是兼琼在

开元年间新修，这一工程筑堤导引岷

江水源，分东、中、西 3 条干渠引水，

以控灌眉山、青神等县农田。至清代

灌区尚有 72000 余亩。

成都城北 18 里有万岁池 (即今

白莲池)，原为战国时期张若修建成

都城墙时取土挖成，天宝年间兼琼曾

加以整治，并沿池筑堤蓄水，除作为

城市供水水源外，还可供农田灌溉。

兼琼善于根据河流缓急条件，采用不

同的工程结构，灵活修建竹笼卵石的

软堰和巨木大石的硬堰，因地制宜修

建工程，留下水利业绩为后人称道。

高 骈

高骈，字千里，幽州 (今北京西

南)人。唐僖宗乾符年间(公元 874 至

877 年)任成都尹，后为剑南西川节度

使。

高骈在蜀任职期间，扩建了成都

罗城，引城西的都江堰干渠郫江折向

东流，绕城北然后折南，绕城东南与

南江相合。并把成都城郊和丘陵荒坡

“悉垦平之，以便农桑”，扩大了灌溉

面积。又在成都西北面修建縻枣堰

堤，以防洪水冲决成都城，也为城内

水道的布置打下了一定基础。

张 琳

张琳，许州人，唐末眉州刺史。修

通济堰，发展了灌溉面积“自新津之

修觉山，浚故址，至眉山州西南合于

松江，溉田一万五千顷，民被其惠”。

民间颂歌曰：“前有章仇后张公，疏决

水利粳稻丰，南阳杜诗不可同，何不



用之代天工?”

刘 熙 古

刘熙古，宁陵人，北宋乾德年间

(公元 963 至 968 年)，由兵部侍郎迁

任成都知府。整治西北郊的九里堤

“以捍水患”。还整治了縻枣堰，“杀湍

悍之巨防”，使成都防洪有了保障，

“沃野之利博矣”。后人在堰下筑亭，

表彰刘熙古之功，并激励四川人民继

续关心水利建设。

赵 不 #

赵不 # (1121－1187 年)，字仁

仲，宋绍兴十七年 (1157 年)登第，任

成都转运判官，巡视都江堰并主持大

修工程。

赵不 #在成都任职时，都江堰岁

修流弊甚多，官吏贪污作弊，偷工减

料，致使每年洪水都要冲毁一些工

程，水量不能满足灌溉需要。在都江

堰大修中，赵不 # 虽身为皇亲，却能

亲自深入工地，参加施工，在堰务上

作出了贡献。他还兴办学校，改善盐

政。乾道初年 (1165 年) 任成都转运

判官，上任正遇大早，饥民塞道，赵

不 立即拨贷官钱五万串救济。

赵不 # 为四川人民做了好事，深

受蜀人爱戴，调走时欢送的人群从成

都延伸到双流，许多群众挡住道路，

不让车马离开。

梁 介

梁介，乾道中为彭州太守，乾道

三年 (1167 年)“修唐昌、九陇、濛阳

十余堰，民受灌溉之利，及于邻邦。”

乾道四年 (1168 年) 梁介“修复三县

一十余堰，灌溉之利，及于邻邦”。



李 秉 彝 赵 世 延

李秉彝，字仲常，通州潞县人

(今北京市通县)。元初出任都提举漕

运使，在北方运饷方面作出了成绩。

至元三年 (1266 年) 被元世祖任命为

陕西按察副使，出巡灌州 (今都江堰

市)，了解到都江堰工程简陋，常被洪

水冲坏，每年都要调集大量劳力修

复，群众负担很重。主张“宜筑之

坚”，改用砌石工程整治。但有人顾虑

会“遏涨势，恐为成都害。”秉彝令人

投石水中，问曰“水从石上过，宁有

壅遏之患乎?”于至元三年 (1266 年)

主持大修，3 个月竣工。当年洪水来

时，没有过多壅高水位，岁修工程也

没有被冲坏，群众心悦诚服。李秉彝

在宋末元初社会动荡时期，主持都江

堰大修，并且对渠首建筑结构进行了

成功的探索，在都江堰发展史上实属

创举。

赵世延，字子敬，其先永古特族

人，至大元年除绍兴路总管，改四川

属肃政访使。修都江堰，有功农田。

吉 当 普

吉当普 (一作吉达布)，蒙古族

人，元顺帝元统二年 (1334 年) 任四

川肃政廉访使。

吉当普在四川任职后，了解到都

江堰岁修工程质量差，只用 9 个月就

被洪水冲毁。当时都江堰渠首岁修工

程点多达 132 处，每年征调兵民劳力

数百人，大修时最多达到 1 万余人。

还规定每人服役 70 天，不服劳役的

按日交纳 3 串代役钱，这样富者困于

交钱，贫者困于出力，修堰官吏又多

贪污。吉当普力图解决农民负担过重

的问题，亲自查勘访问，得知岁修的

要害达 32 处。于是与灌州判官张宏

商议，设计砌石结构以改造渠首工

程，增加其耐久性以减少岁修劳役负

担，也可扫除积弊。吉当普的结构改

革意见，获得张宏的支持。为了试验

砌石结构的可靠性，张宏还自己出钱

在小河上作出了模型试验。吉当普又

行文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终于取得

了一致看法。

至元元年 (1335 年) 十一月，吉

当普主持的都江堰历史上著名特修开

工，共用 5 个月时间完成。这次特修

动员石工和铁匠各 700 人，木工 250



人，普工 (包括军工) 3900 人。开山

取石百余万条，用石灰 6 万多斤，桐

油 3 万多斤，铁 65000 斤，麻 5000

斤。耗用粮食 1000 余石，人工和材料

费用共计 49000 串钱。特修以都江堰

鱼嘴和利民台工程规模最大，其次是

侍郎、杨柳、外应、颜上、五陡等处，

再次是鹿角、万工、骆驼、碓口和三

利等处工程。尤其是铸大铁龟作内、

外江的分水鱼嘴工程，是历史的壮

举。吉当普认为分水嘴位于河中心，

是激流冲击的位置，易遭破坏，为一

劳永逸，用了 16000 斤铁铸成了一个

大铁龟置于砌石鱼嘴上，以求镇水。

砌石胶结材料为桐油、石灰掺麻丝，

并用铁锭锚接，铁柱贯穿。容易崩坏

的堤岸，则砌有大卵石护岸，并在堤

上种植杨柳和灌木加固，分流节点处

用条石包砌成石门，以控制启闭。

吉当普大胆改革工程结构，曾受

到守旧者的阻挠和破坏，或决三洞之

水以灌其坎，或毁都江之石以坏其

成，但吉当普不为所动，坚持完成施

工。完工后不但灌溉水源得到保证，

而且设立了几千处水力加工作坊，获

得很大效益。这次特修后，工程维持

了 40年，对后世影响较大，明代几次

大修改造，都以吉当普的方案为基本

模式。但是，因铁龟鱼嘴建筑在砂卵

石河床上，基础被急流淘空，终被坠

毁，这一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胡 子 祺

胡子祺，名寿昌，江西省吉水人。

明洪武四年 (1371 年) 任四川彭州知

州。

元代末年四川战争频繁，都江堰

年久失修，堰崩堤圮。胡子棋认为，元

代用铁石材料治理都江堰，既费钱又

费劳力，他遵循古代治堰办法，用竹

木修堰，费用大省。但是，用竹木修

堰，每年必须岁修，群众仍感负担太

重。所以胡子祺任期满后，又有人主

张用铁石修堰。

胡 光

胡光，安徽绩溪人。明建文年间

(1399 至 1402 年) 任灌县知县。是受

元代李秉彝、吉当普思想影响的治水

人物。在胡光主持都江堰特修时，采



用吉当普铁石结构方案，鱼嘴堤身用

石料浆砌，铁锭锚接，还用铁柱 3 根，

各长 1．3 丈，插入砌体，以防水冲。石

堤中贯铁处固以油灰。当时鱼嘴共长

15 丈，高 1．3 丈，前端阔 5 尺，后段

阔 1．2 丈。共用铁 32200 余斤，桐油

500 斤，麻线 200 斤，木 2500 根，各

色工役计用 253200 余工。

卢 翊

卢翊，字凤仲，苏州常熟人，明

弘治三年 (1490 年) 进士，正德八年

(1513 年)任四川按察司佥事，主管水

利。

卢翊主张恢复传统的都江堰岁修

工作，使堤堰加固，如动用铁件，费

钱几千万串，但工程也不能一劳永

逸，而竹笼卵石结构却十分省工省

费，古今称便。因此，卢翊治理都江

堰时全部恢复竹笼工程。并采用每亩

产三石粮 就派一名岁修劳力的办法，

组织劳力 3000 人，分为 8 班，每 8 年

轮到服役一次。妥善解决了岁修投劳

问题。由于卢翊治堰十分认真，灌区

农业连年丰收。

卢翊恢复竹笼卵石岁修方法，获

得了在成都的蜀王支持，蜀王每年助

青竹数万竿，委官督织竹笼，装石资

筑。

施 千 祥

施千祥，福建福州人。明嘉靖年

间任四川按察司佥事，主管水利。嘉

靖二十九年 (1550 年) 主持特修都江

堰。大胆设计铸造了铁牛型分水鱼

嘴，完成了水利史和冶金史上的一大

壮举。

施千祥主张采用铁石结构，认为

在前数年增立铁桩 3 株，用大石砌筑

鱼嘴，洪水中竹笼工程只损失一半，

而用费已省 2000 余两。因此，请制铁

牛以护石砌鱼嘴，应当费用更省而工

程更加耐久。认为“事贵有序，功贵

因时”，主张先铸铁牛，后砌石鱼嘴。

于是与崇宁知县刘守德、灌县知县王

来聘共同研究冶铸铁牛方案，然后指

派刘守德主持此事。在嘉靖二十九年

二月二十四日，集中大炉 11 座，大锅

50余口，现场熔铁浇铸铁牛两头，首

合尾分，形如人字，尖端作为分水鱼

嘴顶端。每牛长 1 丈余，牛背高度与



原鱼嘴堤顶相当。铁牛基础为铁板，

铺于石板之上，石板又安砌在桩工基

础之上。清基至底，层层固基。整个

浇铸，经一昼夜时间就顺利完成，共

用铁 6．7 万斤。施工时前来观看的群

众成千上万，欢声雷动，各级官员一

致称赞施千祥的决心和勇气。

这次特修，除一对铁牛外，还立

铁柱 3根于牛下游，加固鱼嘴。鱼嘴

之下，照常安置竹笼工程卷护。铁牛

鱼嘴的建造，在都江堰发展史上是一

件大事，艺术造型与工程技术相结

合，也是史无前例的一大创举。

大 朗

大朗和尚 (1615－1685)，俗名杨

今玺，四川重庆人，明末举人，明亡

后至保宁府天峰寺出家为僧。历驻梁

山县双桂堂、大邑县兴化寺、什邡县

慧剑堂、眉州清池寺，后应双流知县

袁景先之约，驻锡双流县三圣寺。

大朗住双流县三圣寺时，亲见双

流当地田园无水灌溉，提出在温江刘

家濠开渠引金马河水灌溉农田的建

议。因当时双流与新津合县，官府不

予资助，于是下决心募化修堰。在募

化中沿途查勘地形水势，绘出草图，

征询意见，动员群众。遇到民间施钱

施米，大朗都不接受，只要大家在缘

簿上写上“乐施”字样，表示支持赞

助修堰。如遇户主不理，就坐在其家

门前几天几夜不喝不吃。这种为民修

堰的行动感动了远近乡民，积极赞助

和宣传集资，直至开工。

顺治十七年(1660 年)，大朗说服

温江、新津知县，按原规划方案修堰，

在金马河左岸取水，干渠穿过杨柳河

与金马河之间的狭长地带，总长 100

多里，灌溉温江、双流、新津 3 县农

田 68000 亩。工程建成后，群众感谢

大朗功德，命名为“大朗堰”，一直流

传至今。

大朗晚年隐居新繁县龙藏寺，寿

终此寺，墓在寺的东隅。光绪四年

(1878 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双流知

县周兆庆、温江举人李汉南、新津候

选知州刘德树，联名呈报丁宝桢，请

转奏朝廷，要求封赠。呈文说：“去年

天时亢旱，他处多歉收，独大朗堰所

灌溉者一律丰收。民人既食其利，因

而益念其功”。丁宝桢为此事向朝廷

请旨，不久旨下，封赠大朗和尚为紫

阳真人，后又加封静惠禅师。



佟 凤 彩

佟凤彩，汉军正蓝旗人，康熙初

年(1662 年)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任

四川巡抚。

佟凤彩任四川巡抚时，“都江堰

工役无定程，深为民累。”而且“疏浚

之水道，易为沙石滞塞”。为了解决这

些问题，主持实行“用水州县，照粮

派夫，每岁淘凿”，力求达到“庶民不

忧旱，而国赋渐增”的目的。佟凤彩

主持“修都江大堰”，农田得到灌溉，

恢复了部分灌溉面积。

杭 爱

杭爱，满州正白旗人，康熙十三

年 (1674 年) 任陕西巡抚。康熙十九

年 (1680 年) 调任四川巡抚。康熙二

十年 (1681 年) 杭爱看见“历年堰水，

惟从宝瓶口旁出，非离堆故道”，就决

心大修都江堰。杭爱对治水有较深刻

的认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古 志之矣。故重农乃为政之首务。”

“食重则农重，农重则水利重，水利重

则堰重”，所以应“以治都江堰为急

务”。于是与四川藩司刘显第、臬司胡

升猷研究大修问题，派通判刘用瑞、

游击钟声在杂草丛中清理出离堆故

迹，将宝瓶口加以疏浚，使淤塞多年

的渠首工程得到了治理。

能 泰

能泰，满州镶白旗荫生，康熙中

期 (1706 年前后) 任四川巡抚。

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五月，岷

江上游连续降雨 10 天，洪水盛涨，都

江堰人字堤、三泊洞等工程被冲毁，

沿河各地水利工程、农田、房屋也遭

到一定损失。冬十月，能泰亲自到灾

区，计程 300 里，不畏辛劳，与同僚

属认真查勘并研究岁修地点，立即动

工修治。这年岁修共花了 3 个月时

间，第二年修好了人字堤 38 丈，高 8

尺，又在府河口、三泊洞建筑了新堤



长 83 丈，高 8尺，厚 5 丈。渠系也经

过全面整治，恢复了都江堰的正常运

行。

就在能泰修复都江堰的次年夏

天，岷江上游孟洞沟山崩，堵截了岷

江。康熙四十七年 (1708 年) 堰塞处

忽然溃决，洪水直冲都江堰工程，“涌

起三、四十丈”，但都江堰渠首工程没

有受到重大损失，可见能泰主持修复

的工程质量优良。

宪 德

宪德，姓西鲁特，蒙古正白旗人。

雍正四年，任四川巡抚，后官至工部

尚书，先后疏请增设盐驿道及盐茶大

使，改成都府同知为管粮同知。雍正

十一年 (1730 年) 曾将都江堰灌区田

亩先行清丈，宪德向清廷送《都江堰

酌派夫价疏》奏折，建议按实量田亩

面积征集都江堰岁修劳力及经费，采

取区别用水早迟多寡，计亩均摊水

费，由成都水利同知每年征收计划使

用，促进了都江堰岁修工作规范化。

王 来 通

王来通 (1702－1779)，清雍正、

乾隆年间灌县二王庙道士，一生热心

水利及公益事业。在任二王庙住持的

40 余年间，积极兴修水利，植树造林，

修建庙宇，为社会办了不少好事。

乾隆十九年(1754 年)，王来通率

领人员查勘地形，在横山寺凿岩开

渠，引水灌溉，当地人称长流堰。乾

隆二 十 三 年 至 二 十 九年 (1758 至

1764 年)，又续开引水渠至太平场长

生宫，称同流堰。两地修堰灌田不下

万亩。

为纪念李冰父子所建的二王庙位

于都江堰渠首左岩。由于王来通长期

是二王庙住持，对都江堰的治理、发

展和水利科学技术十分了解，自乾隆

初年起，约请王廷珏等人协助编纂都

江堰文献资料，汇编成书，称《灌江

备考》。乾隆二十六年 (1761 年) 王来

通已是花甲之年，再次将该书内容进

行补纂名《灌江定考》，并请成都候补

知府兼彭县知县李演撰序。李称赞王

来通行年六十，“既恒心于庙，复潜心

于水，曾不知老之将至”。在《灌江定

考》中，增补了元代揭徯斯《蜀堰

碑》、清硕色奏折、陈演《大修都江堰



纪》，以及二王灵异记载，还有李冰父

子祭文和二王庙事务的碑记等。此

外，王来通还撰写了《做鱼嘴活套

法》等技术书籍。

黄 廷 桂

黄廷桂，字丹崖，汉军镶红旗人。

雍正五年 (1727 年) 任四川提督。九

年 (1731 年) 增设四川总督，以廷桂

补授，兼管提督事。乾隆五年 (1740

年) 调任，十八年 (1753 年) 复任四

川总督。前后在川任职 20 年，体国奉

公，不遗余力，兴文学，重农桑，除

凶暴，事多可记。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 正月，黄廷桂病故于凉州任内。

黄廷桂热心水利事业，因地制

宜，维修都江堰，重修通济堰，提倡

兴修小型水利，在其倡导下四川水利

事业有了一定发展。廷桂主张滨江诸

县可以大力引水灌溉，而受干旱威胁

的丘陵山区，则应兴修塘堰，拦蓄当

地径流。当时新都、芦山等 10 个州

县，以及青神莲花坝、乐山平江乡、三

台南明镇都先后兴办水利工程，扩大

了成片灌区。新津、彭山自古有通济

堰，是较大的岷江引水工程，到清初

业已淤塞。雍正十一年 (1733 年)，黄

廷桂仿照都江堰竹笼卵石工程，垒石

为堤，疏浚旧渠，并修复通济堰引水

干渠至彭山回龙寺，下分 7 条支渠，

初步恢复灌区 16000 余亩。乾隆十八

年(1753 年)黄廷桂再任四川总督时，

支持眉州知州张兑及彭山知县张凤翥

等重新扩建通济堰，延伸干渠 80 余

里至眉山，恢复旧有支堰 42 条，扩大

灌区 73000 余亩。

阿 尔 泰

阿尔泰，姓伊尔根觉罗氏，满州

正黄旗 (今内蒙乌兰察布盟东南)人，

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任四川总督。

曾平治道路，整治都江堰，在工程建

设方面做出了成绩。阿尔泰认为，都

江堰为十数州县水利，事关重大，夏

秋水涨，每有砂石淤积，影响输水。乾

隆三十一年 (1766 年) 阿尔泰在岁修

中要求比往年淘挖深三尺，并用石砌

堰底，采用砌石结构。在任期内，号

召沿山一带地方，筑埂蓄水，发展小

型水利，以备春耕之用。阿尔泰还重

视水情测报，乾隆三十三年 (1768

年) 曾行文要求水利同知府早晚报宝



瓶口水位，且行牌通告各用水州县。

在阿尔泰督导下，都江堰灌区效益有

所发展。

强 望 泰

强望泰，字萼圃，陕西韩城人，赐

进士出身，曾任翰林和内阁中书，自

道光七年至二十四年 (1827 至 1844

年)，八次任成都府水利同知，对维修

都江堰建立了功勋。

强望泰到成都任职，认识到“农

田所重，莫急于水”，治理都江堰是关

系着“十四州县之田，活亿万黎民之

命”的大事，因此，治理都江堰十分

认真负责。无论酷暑严寒，总是亲自

向当地治水有经验的人士请教，询问

民工，查阅灌县各种乡土志籍，仔细

分析研究，寻求治水方法。最后找到

多年没有治好都江堰的原因是没有遵

守“深淘滩，低作堰”的原则。强望

泰进一步对治水六字诀作了简明的解

释：“深淘滩”就是“防顺流之沙石，

不使淤入内江也”；“低作堰”就是

“使有余之渠水，便于泄入外江也”。

这一解释，对后人治理都江堰有一定

影响。

强望泰在道光七年(1827 年)冬，

主持都江堰岁修，遵循“六字诀”的

治水原则，“多加河防，广作埂笼，深

去江底之碛石，低砌笼埂之层数”，效

果很好。经过道光八年 (1828) 洪水

考验，工程没有受到损失。于是指示

灌区各主要堤堰“一律如法修治”。

强望泰治理都江堰的特点是注意

内江口、外江口和飞沙堰口等处的清

淤，要求清出砂石“均须弃置远岸”，

使其“水涨时庶不致冲流仍集内江”，

并注意将宝瓶口下游一段渠道展宽加

深，“使水出口，势得舒畅”。在宝瓶

口北岸“添刻水则十画，初画 (第一

画) 令与河底平，俾农民便察此处之

深浅”。在飞沙堰，则减少竹笼层数，

进行低作。为加固堤岸，对内、外江

各鱼嘴的卵石竹笼，“尽以竹篾穿

系”，使其“夏日可免冲刷”。道光二

十年 (18．40年) 在河底置铁桩一根作

为卧铁，为后世淘淤的标准。

强望泰治理都江堰工作扎实认

真，“每年淘滩作堰，躬与役徒为伍，

虽严寒风雪，不敢告劳”。强望泰工作

深入，为查清伏龙观深潭中是否历来

倾到沙石，曾换装暗访，倾听各方面

意见，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其任职期

间，都江堰灌区获得稳定发展。

强望泰治理都江堰工程建立了功

勋，他在《斯未录》卷二《潼川府关

防告示》里写道：“奉檄来川，已逾一



纪。凡经管堰工，总理屯(懋功屯)务，

权符保 (保宁) 郡，摄篆合阳 (合

州)，不敢不视国事如家事，视民事如

己事。⋯⋯绝黄缘而梦寐皆清，祗是

一腔白水；甘淡泊而闾阎少累，何妨

两袖清风。此固本署府夙夜自盟，历

年所位之处，人人可以共信者也。”强

望泰能勇敢地贴出以上内容的布告，

可见其廉洁政风。他还在《斯未录》中

写道：“望泰学识弇陋，前后宦蜀二十

余年。先司水利，既而摄郡者四，牧

州者三，无事不期兴利除弊，虽未敢

自信于厥心，而民咸有以谅我⋯⋯行

政之得失是非，后之人必有从而论定

之者。”

后人对强望泰的功绩，评论较

多。清末四川布政使王人文在《灌县

乡土志》中称其“各业卓然”。《蜀西

都江堰工志》认为：“欲求洞悉情形、

躬亲指示如强望泰其人者，实不易

得”。彭洵对其评价是：“性情方正，居

官廉洁，推诚待物，视国犹家。尤能

察识水性，洞悉工程，区画殚心，措

置秘密，巨细躬视，毫不假胥吏。在

官十余年，十四属无忧旱涝。言水利

者，无出左右，屡典剧郡，以德化民，

有古名宦风度，蜀人到今称之。”

丁 宝 桢

丁宝桢 (1820－1885 ) ，字稚

璜，贵州平远县 (今织金) 人，咸丰

三年进士。咸丰十年任湖南岳州知

府，不久调任长沙知府。同治三年任

山东按察使，次年迁布政使。同治六

年 (1867 年) 年升任山东巡抚，光绪

二年 (1876 年) 任四川总督。丁宝桢

任四川总督时，面临着都江堰年久失

修，“江身日益淤，堤身日益坏，江水

则年年横流”，春夏用水之际农民没

水灌田，酿成“索水风潮”。丁宝桢于

光绪三年 (1877 年) 九月亲自率领大

小官员赴灌县都江堰现场察勘，深感

大修都江堰势在必行，立即上奏清

廷，要求动用公款施工。获清廷同意

后，丁宝桢亲自主持大修工程，派成

绵龙茂道道台丁士彬、灌县知县陆葆

德、成都府水利同知庄裕筠等常驻工

地，认真督工。这些官员“不避艰

阻”，“寒暑不辞”，获得后人好评。

丁宝桢在这次大修中进行了结构

改造，办法是：“易笼为石”，要害工

程变卵石竹笼为条石修砌，再用铁链

把各条石紧密联系起来，用桐油石灰

填入缝隙，以加固堤堰；被淤塞的河

道一律疏淘。采用“沿河甃石为堤，贯

之以铁，加石灰桐油，补苴罅漏”的

“石壁铁链”方案，希望可免年年拆



修。光 绪三 年 十二月 至 次年 三月

(1877 至 1878 年) 丁宝桢调集数千人

进行了堰史上著名的一次大修，共费

银 12 万两以上。

这次大修经过冬、春的紧张施

工，河道挖深 1．3 丈左右；低地填高

了 1．6 丈至 2．5 丈不等，高地也加高

了七八尺；外江、内江等河道施工里

程达 70 多里，挖淘土石方 40 多万

方，砌内、外江堰堤 22000 多丈；3 丈

长的竹笼共用了 20000 多条，新修鱼

嘴 3 个，修复人字堤长达 130 丈；并

整修了白马槽、平水槽导水工程。丁

宝桢在大修期间亲自下工地视察 12

次，“轻骑减出，躬冒霜雪，沿江督

率”。

但是，大修完工不久，光绪四年

(1878 年)夏季即遭特大洪水，岷江上

游的巨石大木，随暴涨的洪流滚滚而

下，声如雷震，新建的大、小鱼嘴尚

能保持完好，而内、外金刚堤、人字

堤等工程被冲垮 37 丈多，内江的水

从冲垮的缺口流向外江，造成内江农

田无水灌溉，以致农民抱怨，纷纷来

城求水，一时舆论鼎沸。慈禧太后立

即派钦差大臣恩承、童华到四川调

查。由于纷繁的人事纠纷和官场争

斗，最后清廷以“堤工要务，办理乖

方”的罪名，将丁宝桢由一品顶戴降

为三品顶戴，仍保留总督之职；成绵

龙茂道丁士彬、灌县知县陆葆德革职

留用，罚赔工银 2 万多两。当年十一

月再次兴工修治。主要加固补建鱼

嘴，恢复堤堰竹笼结构，扩宽和疏浚

河道，尤其着重于鱼嘴以上岷江左侧

白马槽段的河道疏浚工程，以加大外

江过水能力。并在都江堰管理上作了

调整，限定渠首岁修经费总数，免除

各用水州县的摊派，杜绝了咸丰十年

(1860 年)以来滥支工款的弊端。丁宝

桢所建砌石结构的丁公鱼嘴，直到民

国年间仍在运用。

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期间，弹劾贪

吏，澄肃吏治，成立机器局，发展实

业，改盐政为官运商销增加百余万两

财政收入，以及抵抗英、法侵略，发

展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做出了一定的

贡献，获得后人好评。

官 兴 文

官兴文，字蔚章，灌县崇义乡人，

民国 14 年至 18 年 (1925 至 1929 年)

任成都水利知事，以后长期担任都江

堰流域灌县地方水利工程委员会代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等职。对都江堰

的水利建设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民

国 14 年至 16 年 (1925 至 1927 年)，

官兴文主持大修都江堰，将分水鱼嘴



下移 200 市尺，改用条石砌筑，共 33

层。改笼石的太平鱼嘴 (今仰天窝鱼

嘴) 为石砌鱼嘴，至今仍在使用。同

年还在凤栖窝增添卧铁一根，作为淘

滩的标准。民国 30 年 (1941 年) 官兴

文对白马堰的修建加以支持。次年又

主持修建导江堰，于民国 35 年 (1946

年) 建成，扩大灌溉面积。由于官兴

文在导江堰修建中作了很大努力，当

时四川当权者建议命名为“兴文堰”。

官兴文在任灌县水利会主任委员

期间，积极建议都江堰兴利除害等

事，撰写有《都江堰兴利除害计划

书》。

张 沅

张沅(1880 至 1952 年)，字子聪，

四川资中县人。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以优异成绩官费留学日本，就读

于东京帝国大学土木系，毕业后在日

本考察。民国元年 (1912 年) 归国，后

任成都水利知事，并参加了民国初期

大修都江堰的工作。

民国 4 年 (1915 年) 四川巡按使

陈廷杰呈请中央拨银元 30 万元大修

都江堰。陈廷杰请张沅主办这次大

修，历时 4 年修复了鱼嘴，灌县、温

江分别施工，按时完成了淘修任务。

民国 25 年(1936 年)成立四川省

水利局，张沅任局长兼总工程师。四

川省主席刘湘核准大修都江堰，张沅

第三次主持大修并改建了都江堰。

张沅改建分水鱼嘴时，将鱼嘴位

置西移 20 余米，紧靠外江桥墩，深挖

基础，安设地符 (河床铺 3 米深大卵

石，河床上铺放大木排架)，上用巨石

砌筑，更以混凝土填实。全长约 10 余

丈，深入河底约 10 尺，高出水面部分

约 15 尺，前部作椭圆形，径约 3 丈，

尾部宽约 4 丈，上窄下宽，呈流线

性。

民国 33 年 (1944 年)，张沅任都

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处长。民国 36

年 (1947 年) 暴雨后发洪水，都江堰

水位骤升，张沅与其儿子夜间曾提马

灯巡视渠首工程，得到群众称赞。

邵 从 燊

邵从燊 (1889－1964 年)，四川青

神县人。民国 4 年 (1915 年) 由四川

省保送至唐山路矿学堂 (今唐山交通

大学前身) 深造，毕业后在北京、天



津担任技术工作。民国 24 年 (1935

年) 编写《四川水利初步计划》10 万

言，深得当时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作

孚的赏识，民国 25 年 (1936 年) 任省

水利局局长。邵从燊上任后，水利局

从灌县迁至成都市实业街，大力选拔

人才，开展工作，翌年抗日战争爆发，

一些留学日本、德国、美国的著名专

家陆续受聘来四川水利局工作。邵从

燊善于团结知识分子，为培养基层技

术人才，开办训练所，自兼主任，相

继培训了两班高中毕业学生，充实各

县水利事业技术骨干。此外，邵从燊

为四川重点江河的勘测，水文、水位

站点的建设，提水工具的改良试验，

以及都江堰治本设计工作等方面，都

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邵从燊任职期

间，还主持勘测地区各江河水道平

面、纵断面和横断面图，成为河道整

治的宝贵资料。

民国 29 年 (1940 年)，何北衡兼

任水利局长，邵从燊为副局长，负责

技术工作，民国 27 年 (1938 年)，主

持编纂了《都江堰水利述要》一书。新

中国成立以后，邵从燊以代局长身份

向解放军代表建议抢修都江堰。后调

往重庆，不久迁至北京旧居，1964 年

病故。

周 郁 如

周郁如 (1893－1972)，原名周

璧，四川成都人。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宣统二年 (1910 年) 分别

在成都总府街商矿实业学校、北较场

陆军测绘学校就读，民国初年又分别

在天津工业专门学校及北洋大学土木

工程系学习。1920 年毕业后，在山东

烟 台海坝工程局任实习员。民国 13

年 (1924 年) 调四川省，在成都市政

府任科长、局长。1932 年后又任成都

水利知事公署知事，从事水利工作，

民国 24 年 (1935 年)为四川省水利局

工程师，后在四川建设厅任技正。民

国 36 年 (1947 年)起任都江堰管理处

处长。建国后，1950 至 1952 年任川西

行署农林厅水利局工程师，1952 至

1957 年任四川水利电力厅工程师，

1957 至 1963 年任东山灌溉管理处处

长。

周郁如勤于学习，技术业务水平

较高，在成都市政府任科长期间，当

时成都市街道狭隘不能通车，周郁如

组织人力提出改造市区街道计划，并

组织人力施工，仅用 6 个月就完成计

划，使成都街道能通汽车。民国 21 年

(1932 年)，周郁如参加都江堰大修，

第一次使用水泥材料。在周郁如任成

都水利知事期间，正遇 民国 22 年



(1933 年)岷江上游叠溪地震，泥石壅

塞岷江，形成大、小两个地震湖，而

后溃堤造成特大洪水。周郁如在抢修

水毁工程中，着重加固关键工程鱼

嘴。后周郁如和四川省水利局局长张

沅主持勘定了鱼嘴的位置，将原来鱼

嘴稍往西移，并全部用条石混凝土建

筑。民国 38 年 (1949 年) 春，周郁如

主持修建飞沙堰，用水泥作飞沙堰坝

心墙，上用竹笼保护，当年 7月 17 日

岷江洪峰流量达 4430 立方米每秒，

飞沙堰虽两端全部竹笼全毁，水泥心

墙头部也被洪水冲毁，但没有影响当

年的农业用水，洪水后很快抢修了飞

沙堰和陶家湾工程。周郁如任东山灌

溉工程管理处长兼工程师期间，为东

风渠灌区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徐 松 涛

徐松涛 (1894－1974)，原名徐宗

虞，华阳县石羊乡 (现属成都市金牛

区) 人。少时曾在四川省巡警教练所

幼生班及四川省工艺讲习所土木预科

班读书。民国 4 年 (1915 年) 考入四

川省陆军测量学校。民国 6 年 (1917

年) 毕业后，在四川省陆军测量局任

班员、审查员等职，民国 16 年 (1927

年) 在川南马路总局警富路分局任副

工程师。民国 20 年 (1931 年) 在四川

省建设厅都江堰流域测量队任测量主

任， 又 在 成都水利知事公署任技术

员等职。民国 24 至 31 年 (1935 至

1942 年) 在四川水利局测量总局任第

二分队长，民国 32 年 (1943 年) 在四

川省都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工作，先

后任岁修工程股长、技正兼公务科科

长。1950 至 1951 年在四川省都江堰

管理处任工程师、代理副处长、处长。

历任灌县政协常委、灌县人民代表，

四川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

民国 34 年(1945 年)徐松涛曾任

技正兼股长，因不愿意集体贪污，辞

职回家务农一年。为人公道，在群众

中有“徐公道”之称。平素生活简朴，

常常身穿布衣，脚穿草鞋，手拿雨伞，

步行在灌区渠道上了解情况，检查工

作。

徐松涛于民国 20年(1931 年) 步

测了《四川都江堰灌溉区域平面图》，

对都江堰河道治理有较丰富的实践经

验，特别是对传统工程技术如竹笼、

杩槎、干砌石埂等技术设计，运用自

如，每年灌区春耕用水，夏秋防洪，冬

季岁修，都在基层指导工作。

1950 年灌县等地岁修工地受到

土匪骚扰，徐松涛仍坚持工程勘察安

工并主持修建了二王庙山脚下内江弯



道处笼石顺水堤，减轻了虎头岩挑水

直冲飞沙堰工程的危害，保证了当年

春耕用水，获得了川西行署的嘉奖。

1951 年又组织改进了沙沟河引水地

点，改善了灌溉用水条件，提高了工

程抗洪能力。为保持内外江鱼嘴分

水，他主持加长了鱼嘴前的导水埂，

使鱼嘴左右形成沙洲，利于稳固鱼

嘴。1952 年将漏沙堰和人字堤全部竹

笼和飞沙堰部分竹笼工程，改为干砌

卵石工程，并缩窄了在外江引水的江

安河口，加设防洪挑水坝，减轻了江

安河洪灾。1953 年春，宝成铁路修建

白水河大桥围堰工程，徐松涛应邀赴

现场，建议改为杩槎工程截流并被采

纳，节省了经费，缩短了截流工期，为

大桥基础开挖和浇筑争取了时间，也

为推广运用都江堰传统工程，起到了

积极作用。他还应三台县政府的邀

请，设计了涪江防洪大堤。1955 年都

江堰扩建人民渠和外江灌区，在规划

设计上又提出了很多建议。

在 1950 至 1951 年金马河大修期

间，徐松涛探索用“挖河筑堤，封支

强干夹正河床，束水攻沙”的办法，从

渠首开始直到温江县境内，挖河宽 60

丈，挖河深 4～5 市尺(平均深度)，在

深槽缺口处用筷子笼垫基，以竹笼、

木桩堵缺封口，收到一定效果。但是，

岷江洪水大，泥沙多，竹木工程不能

抗衡较大洪水，加之夹正河床偏窄，

洪水受阻，所安装的竹笼和砌的石

埂，一年后大部分被冲毁，1952年洪

水又将被封的深槽冲毁多处。

徐松涛治理都江堰有一套自己的

见解，他认为：“都江堰水流甚急，破

坏性大，治理应由上游开始，逐步治

理下游，便于固定流向。若流向不定，

下游工程难保安全。”安工要会取巧，

不宜与水硬斗，要做好工程，必须先

治理水势。如水势不顺，可以采取淘

淤、挑正，导直办法，使水顺流，也

可以设法抬高水位，或者分流，必须

想出种种办法，使水势不直射工程，

才能保证工程安全。历史上铁龟鱼

嘴，条石筑坝失败就是个教训。水流

攻坚不动，便会抽底，工程底部被水

刷深，工程本身就难保了。治理都江

堰首先要彻底修淘，而后顺势筑修石

埂，水顺而工程自安。

徐松涛晚年根据自己几十年来治

理都江堰的实践经验，撰写了书稿。

但在“十年动乱”中付之一炬。未能

保存下来，甚为可惜。



任 重

任重 (1904 至 1986) 字致远，四

川省万县小周溪人，少时入四川省第

四师范学校读书，后又入国民革命二

十军第六讲武分校学习，毕业后失业

在家。24 岁时考入万县商埠局学习测

绘和施工，边学边做一年半，由于行

政变动离职。民国 18 年 (1929 年) 到

重庆考入四川汽车道路专门学校速成

班学习土木工程，次年毕业后回万县

组织广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因当地

驻军不准立案又遭失业。

任重几次失业，因有不满当时社

会的言论被告密，家被驻军搜查，只

得远离家乡到成都找工作。民国 19

年(1930 年)冬参加特修都江堰工程，

次年工程竣工后，到成都水利知事公

署工作。民国 22 年 (1933 年) 海子自

然坝冲毁，都江堰鱼嘴、飞沙堰工程，

灌区沿河水利工程也冲毁很多。民国

23 年 (1934 年) 都江堰灌区又发生春

旱。四川善后督办刘湘拨款 12000

元，任重作为工程技正与上校参谋郭

雨中、无线电台台长朱明心等人，住

在仍有余震的地震中心叠溪，督工疏

导海子，及时完成了第一期疏导工

程，刊立了《叠溪积水疏导纪念碑》。

民国 24 年(1935 年)条石砌筑的

都江堰渠首鱼嘴被洪水冲毁。次年

冬，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拨款 25 万

元，由水利局长张沅主持修复，派任

重负责施工，将鱼嘴位置西移 10 米，

紧靠原索桥桥墩。任重创用大楠竹做

水筒抽出基坑积水，用水泥沙浆砌条

石，重修鱼嘴，质量优良，一直维持

到建成外江枢纽闸才相应改造。

民国 25 年(1936 年)石亭江洪水

冲毁朱李火三堰渠首分水工程。次年

4月派任重为助理工程师代理朱李火

三堰 (现为人民渠前进渠) 工程处处

长，用条石重修平梁，由于砌置基础

深，位置恰当，工程较稳固，历 10 余

年少有毁坏。在此期间任重常深入灌

区宣讲水规水法。民国 27 年 (1938

年) 1月改任处长。

民国 33 年(1944 年)成立四川省

都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任重为堰务

管理处地方工程股股长。每年岁修时

任重带领一个基础工程队，分赴基层

实地勘测安工，并用都江堰传统工程

技术指导施工。1950 年任重在都江堰

临时督修处任工程师，受命抢修都江

堰工程。当时土匪常扰乱工地，粮食

供应困难，军代表派任重担任运粮任

务。任重化装成农民，绕道运回粮食，

保证了民工的口粮，并化装成民工坚

守岗位。抢修于当年 4月 2 日胜利完



工通水。

1952 年 3 月官渠堰扩灌工程动

工，派任重住现场施工，指导用竹笼、

杩槎在蒲阳河导水入官渠堰。1956 年

9 月任重任官渠堰管理处代理副处

长。以后官渠堰不断延伸，任重用都

江堰传统工程技术指导施工，效果很

好。任重历任彭县政协 1～6 届常委，

于 1984 年 10 月退休。1985 年荣获水

电部颁发的“从事水利事业五十年老

专家”嘉奖。

张 建 中

张建中 (1910－1988)，原名张学

政，山西省夏县史庄人。1937 年 4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在山西抗日

决死二队四团任供给处长，1943 年在

山西中条山游击总队部任行政干事，

1944 年任闻喜县县长等职。1949 年

10 月 12 日随晋绥党校大队进川，任

总务副科长。进川后历任温江专署财

政科长，崇庆县委书记。1954 年 8 月

至 1964 年 12 月任都江堰管理处副处

长，1965 年任四川省水电厅农田水利

局副局长，温江地委农工部副部长兼

任都江堰管理处副处长。1979 年任水

电厅农田水利管理局顾问，1982 年离

休，1988 年 3月 11 日病逝。

张建中青年时代勤于学习，热爱

真理，积极参加和组织爱国学生运

动，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毅然奔

赴前线，深入敌后，英勇杀敌。解放

战争时期，随军转战南北。任都江堰

管理处副处长，主持管理处工作期

间，张建中在机关的时间少，下基层

的时间多，几乎走遍了灌区各干渠。

他与技术人员一道，几次沿外江、清

白江察勘了解工地施工情况，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他检查工作十分细致，

连桥闸启闭机上的地脚螺丝钉也要仔

细查看。每年春耕用水期间，张建中

常常扛把锄头，拿块挡水板，一边与

农民谈话，一边帮助农民引水灌田。

每年汛期他要求职工到关键地点观察

水情，每小时汇报一次，一遇洪峰随

时汇报。

张建中虚心向知识分子学习，尊

重和团结知识分子一道工作。如徐松

涛年岁已高，张在业务上尊重徐的意

见，在生活上也很关心，并指派年轻

干部与徐一起工作，学习业务，关照

生活。他曾两次请大专院校派人来协

助都江堰灌区规划，同时组织管理处

人力进行渠系改造规划，1959 年规划

将原 9 条干渠改为 6 条干渠，原有

2052 条斗渠改为 757 条斗渠，并在每

条干渠上用工程控制流量和泥沙。在



科学试验方面，完善了灌溉试验站，

将小区试验与社、队大田农耕技术结

合起来，促进了试验和就地推广的工

作。在管理方面，将原来划片建立的

管理站，改为以干渠为主体的河系管

理站，促进了统一配水合理配水制度

的实行，减少了同一干渠上下游用水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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