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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江淮流域水利建设述论

潘清
*1

【摘 要】:今天江苏北部、安徽淮河流域等长江、淮河间的广大地域，是一般意义上的江淮，水域宽广，加之南

部丘陵连绵，复杂的地理环境决定做好相应的水利建设才是保障农业生产的根本。元代对江淮流域水利治理，主要

是国家大规模强势参与主要运河的贯通，保证了漕运的顺利进行。后虽以海运为主，但是江淮地域上的运河依然发

挥着运盐以及运粮入江下海的作用，不可替代。将屯田放在芍陂等水利设施所及范围之内，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

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对地方小型水利设施依靠当地政府组织筹措人力、经费，进行有目的的浚治，维护了

地方水利设施的有效运行。纵观有元一代的江淮水利建设，恢复并发展了旧有的水利设施的作用，江淮的水利建设

也贯穿了元代统治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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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的地理定义一直以来颇多异义，一般是指最北到淮河，东南到长江，西有大别山为屏障的地区，是今天江苏北部、安

徽淮河流域等长江、淮河间的广大地域。这一地区地理形势多样，平原和丘陵并存，又襟江带河，水域辽阔，是中国隋唐以来

重要的农业区域，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同时江淮又是从中原通往江南的咽喉要地。唐宋以后，这一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

粮仓和多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地。围绕着这一地区，南宋和蒙元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对峙，也引发蒙元对此地的战略经营，对当

地实施一系列重农政策，最终使之成为平宋战争中的坚实经济基础。战争结束后，元廷将重农政策一以贯之，改变了当地的农

业生产格局，使江淮一带的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生产较之前期更上一层楼。当然，江淮因为水域宽广，加之南部丘陵连绵，地

理环境决定做好相应的水利建设才是保障农业生产的根本。

众所周知，元代是由少数民族蒙古族主导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对这一朝代社会生产的评价长期以来偏低，对江淮等地方研

究也较少见。但是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已经有学者逐渐开展了对江淮地方的研究，他们大多对元朝重农政策及产生的影响进行

了论述，但还缺少对某一方面的论述。本文重点讨论元代从战争直至元亡，江淮一带的水利建设，涉及运河、主要水利设施和

地方性水利设施的修治，以期从这一角度探视有元一代的农业生产成就，从而全面认识这一特殊的历史时代。

一、元代对江淮地域运河的修浚

运河是承载南北运输的交通大动脉，自始建就发挥着沟通南北经济、文化的重要作用。而元代定都元大都（今北京），“去

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
[1]
因此，如何将粮食等物资运往大都是元政府所面临的问题。

当时运河运输的走向是从杭州到镇江，过长江再北上至淮水，往西至黄河，再取陆路往淇门，然后水路达通州。整条路线水陆

并用，很不方便。元代遂开展了大规模的运河工程，主要是沟通济州漕渠，开通会通河、通惠河，直至大都。元代的大运河，

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工程在郭守敬的领导下截弯取直，使全程较隋代缩短了数百公里，成为南北

交通的主渠道。其时元代尚未开通海运航道，大运河的贯通保证了“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蕃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

京师”，
[2]
对发展农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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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元代大一统的确立，大都需要越来越多的粮食物资，而运河有的河段出现湮废，是此，海运在大德初年得以确立。因

为早在伯颜率军南下，占领杭州之际，即用海运将宋廷中的版籍、档案及其他重要物资运送到大都。这一次成功的海运是以后

海运漕粮的人力和技术支持。漕粮的运输在元代逐年递增，成为政府不得不应对之事。早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 年）和二十六

年（1289 年）时漕粮分别为 40 万石和 93万石；此后激增，大德七年（1303 年）已达到 165 万石。海运遂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角。

不言而喻，海运可以运输更大量的粮食以满足大都日益增长的需要，也可以省去相应的人力和物力。元代在稳定全国局势以后

将每年 300 万石粮食由海路运输至大都。当然，这并不是说完全可以不用运河的运输，而是采用海运为主、运河为辅的方式，

将粮食运往大都，另外运河也承担部分盐等物资的北运。运河对南北经济沟通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直至至正年间，江淮地

方农民起义爆发，张士诚起义后率军占据苏州，时反时降，在降时，还继续为元廷组织海运，运送粮食，反时即不行海运。至

正二十三年（1363 年），张士诚自立为吴王，“元征粮，不复与”，海运遂绝。每当海路运输由于农民起义阻断时，大都城内

均粮价腾涌，难以为继。可以说漕运就是元王朝的生命线。

元代漕粮征收大致以湖广、江西和江浙地区的粮食充运。为方便海运，经过几番改变，元政府在集庆下关龙湾和其他地方

建立粮仓，集中沿江的粮米，而海船停在沿海港口或内河的纵深处。漕运机构用船将粮仓粮食运到开洋港口，与海船对装，启

运大都。处于海运起始的江淮，其粮食由运河等水路运至苏州太仓或南京下关的粮仓存储，再对接江船到大海，沿海而上。因

此，元廷对江淮流域的运河段虽不如北段运河那般备加关注，但也不断浚治，沟通南北运河。元时，水利修浚有专司负责，“元

有天下，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
[3]
都水监是元中央政府主管水政的主要机构，其官属设

都水监 2 人，少监 1 人，监丞 2 人，经历、知事各 1 人，下设令史、蒙古必阇赤、回回令史、通事、知印、奏差、壕寨、典吏

等属官，以专管河渠、堤防、水利、桥梁、堰闸诸事。对运河在各段设立分都水监，江淮都漕运使司负责对该地域内运河的浚

治和日常维护，并且主管粮食等漕运。足见其对江淮地域运河等水利事务的重视程度。

元代开通运河，水路成为国家的动脉，“舟辑万里，振古所无”。
[4]
在江淮地域主要是修浚扬州运河和江南运河段，以保证

水道的畅通。扬州运河，也就是后来人们比较熟悉的里运河，主要是从淮安到扬州。这条运河的修建从黄河到扬州、镇江，最

后入于长江的交通线路。此河在扬州，包括运盐河，自元初以来，因漕运备受朝廷重视，多次进行修浚。此河段在宋时就曾设

官军进行疏涤。元平宋之后，河道渐渐壅塞，因此早在江淮行省初立时，元廷就下旨浚治。明代沈明臣的《通州志》是元代扬

州路属下的通州地方志书，该书在卷 8《遗事》中提及：“至元十七年，发侍卫军三千浚通州运粮河。”这一年应是元朝将宋军

最终消灭在厓山，取得实际统一的时间，即遣军人浚治运河。因运河年久失修，河道淤浅，漕船过闸皆须人力拉纤。元世祖至

元二十一年（1284 年），朝廷又一次发兵夫疏浚扬州段运河。在成宗大德年间，国家逐渐确立海运的政策，然而对江淮运河仍

然关注，成宗大德四年（1300 年）正月复浚淮东运河，大德十年（1306 年）正月再浚扬州、真州段运河，并浚治江南漕河。这

次是对运河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疏浚整修，运河江淮段及江南段得以保持相当长时间的畅通。《隆庆仪征县志》卷 7《水利考》记

载：“元大德十年，浚真扬漕河。”泰定元年珠金沙河淤塞，“诏发民丁浚之”，使运河保持水道通行。英仁宗延祐四年十一

月（1314 年），两淮运司上奏：“盐课甚重，运河浅涩无源，止仰天雨，请加修治。”于是相关各方会计工程费用，集议：“河

长二千百五十里，有司差濒河有田之家，雇请丁夫，开修一千八百六十九里，仓场盐司不妨办课，协济在司开修四百八十里。”
[5]
工程费用则由官府“日支盐粮二两，让用钞二万锭，于运司盐课及减驳船内支用。”

[6]
由官兴都水监、河南行省、淮东道宣慰

司专董其事，廉访司体察，枢密院遣官镇遏，乘农隙并工疏治。此为元代又一次大规模浚治江淮地域的运河。

江南运河北起镇江，南到杭州。原有的河道多处在元初已堙塞，唯有浚治才是出路。而练湖的修浚更是体现了元政府维护

运河水系畅通的决心和作为。练湖在镇江，南宋以前是著名的大湖，但是南宋时期的围田风潮将之瓜分殆尽，“自淳祐以来，

又为流民侵占愈广，堙塞者多……”，
[7]
几近平地。练湖的淤浅引发了运河的航运危机，镇江时称润州，是大运河开凿后代替真

州兴起的重要城市，江南运河的入江口，江浙太湖流域的物资都要经过江南运河运到镇江港中转，再沿长江或沿江北运河转往

各地，北方的物资也要沿江北运河，过镇江转输东南江浙一带，因此镇江被称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镇江漕渠

水在元代“至元、大德间，屡募民淘浅；泰定初，复加浚治”。“至治三年十月，镇江路言：本路漕渠全藉练湖之水，以资灌

溉，一切递运官物、商旅船舫，悉由于此。……近年以来，练湖、漕渠俱成淤塞，每有转输，必劳民力。相视漕渠自江口至吕

城一百三十一里，合用人夫一万五百十二名，六十日可以修浚。练湖淤塞之处，合用人夫三千名，九十日可以开挑。……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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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六日，中书省以闻，制可，行省、行台分官临视，本路、常州、平江、建康、江阴五郡差倩人夫。泰定元年正月十七日庀役，

三月四日竣事。每夫官给米三升，中统钞一贯。”此役由参政董中奉率合属正官，亲临督役。
[8]
董中奉用传统的取泥之法，取河

中泥筑河岸，趁农闲时，先修漕河，然后练湖。役工结束，董中奉又在练湖旧有 43 名湖兵的基础上，增添 57 名兵力，“专任

修筑湖岸”。对练湖上的斗门也有专门的管理，
[9]
天历二年（1329 年）修建恢复运河京口闸，以引蓄江水。

[10]
这条运河的修建

主要用来运输淮盐，因为两淮盐场的盐需要运出以行销各地。两淮盐场原本以淮南盐场为主，产盐的地点在盐城，但是随着海

岸线的扩展，淮北盐场在唐以后逐渐取代之，因而连接清江北至会通河，又南至镇江，实为济国利民之事。

更北的会通河南接古泗水运道，由泗入黄，逾淮接淮扬运河，过江连江南运河至杭州。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元派漕

运副使马之贞等人“按视地势”，集会人力，当年修成，第二年就进行了修浚，主要是沿河因连日暴雨导致河岸的崩塌，逐渐

修筑石质的水闸，直到泰定二年完工，
[11]
并陆续设立有关管理机构。成宗大德三年（1299 年）自通州至两淮运河增修堤堰。英

宗延祐以后，黄河渐趋北移，济宁以南时有决溢，东侵运河。如至顺元年（1330 年）夏秋期间，黄河在曹州济阴县（今山东菏

泽）魏家道口段决堤，水东流入沛县境内，亦危及运河。到顺帝至正年间，黄河连年北决，运河两岸的城镇如济宁、盱眙、沛

县北至汶上等地均被水湮，水入运河侵安山，漫行于河间、济南以东，危及两漕司盐场。至正十一年（1351 年）以后，黄河又

自曹县以下东流入泗夺淮，泗水运道几乎全被黄河所占。为此，元廷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浚治黄河，挽河东流。

然而，贾鲁处置失当，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终致元政府在中原的统治覆亡。

由此可见，元代对江淮运河的治理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整治淮河而南至扬州段运河，经多次整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是防止淮河以北地区与黄河的合流，直至元末，对这一段的水利治理因为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引发了江淮农民大起义，反而

成为元中央政权覆亡的导火索。

二、芍陂、扬州五塘的维建

13 世纪初，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崛起，在不断的战争中日益强大，消灭了西夏，又与南宋联手消灭了金。被辽、

金等逼迫退守南部中国的南宋认为只要消灭蒙古势力就可以恢复国家疆土。端平元年（1234 年），南宋贸然出击大蒙古国，大

败。大蒙古国和南宋自此进入战争状态。1260 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大都称帝，建号“大元”，开始在中原的统一战争，

并取代金在两淮与南宋对峙。两淮是进攻南部中国的跳板，因此，忽必烈对这一军事要地一直给予高度重视。在忽必烈统一中

国的战略部署中，充分利用了江淮一带的地理优势，积极在两淮进行军屯，让军事重地再添粮仓之作用。早在至元五年（1268

年），忽必烈南下襄阳，即成立河南等路行中书省，以参知政事阿里别行中书省事。该行省的设立主要出于军事目的，正如李

治安所言，河南行省的设立主要任务是经理“唐邓蔡息徐邳等州的屯田”，
[12]

完全不同于日后所立之行省的职能。在河南行省

成立后的次月，即“签河南、山东边城附籍诸色户充军”。
[13]
在此后的 5 年中，河南行省不断被要求屯田、调发军饷等军事要

务。而南宋一方也始终明确两淮的争夺和屯田对于其政权维护和军事胜利的重要价值。早在南宋退守之初，著名抗金将领张浚

就有《屯淮保江奏》，他坦陈：“浚等渡江则无淮南，而长江天险与虏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叛贼得据淮西，

因粮就运以为家计，江南其可得乎？陛下其能复遣诸将度江击贼？”
[14]

1273 年，南宋襄阳被元军困城 6 年，守将吕文焕在弹尽粮绝之后出降，元军沿汉水入长江南下。1276 年，元大军在统帅伯

颜率领下从汉水入长江顺势而下，兵分三路，迅速将南部中国收入囊中。在这场战争的胜利中，两淮一带的屯田功不可没。而

屯田的成功又与水利设施的维修和建设息息相关。

在江淮一带，元初最为成功和最具前瞻性的水利建设项目就是芍陂的维修和扬州五塘的浚治。

有元一代在江淮实施了大规模的屯田。对于屯田，《元史》卷 100《兵志三》记载：“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屯

田以守之。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或因古之制，或因地之宜，其为虑盖甚详密矣。大抵

芍陂、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盖不减于旧；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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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而官修政书也证明：“国家平中原，下江南，遇坚城大敌，旷日不能下，

则困兵屯田，耕且战，为居久计。”
[15]

元和南宋对峙于江淮一带时，屯田对于军事斗争的重要性于此明白无疑，正所谓：“国

家经费，粮储为急。”
[16]

而南宋由于军事实力被迫内缩，失去了粮食宝库和至关重要的防线。可以说，江淮屯田的成功是元军

战胜南宋军队的保证。在芍陂和其他重要水利设施一带屯田，既有利于溉田的需要，也让水利的维修与浚治拥有必要的人力。

两者的互利是当地农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芍陂是江淮一带众多陂塘中最为著名者。所谓陂塘即秦汉时期就出现的水利设施，即利用洼地储水，沿山丘连续形成类似

串联葫芦状的水利，让主要河流沿之形成灌溉线。芍陂，又名安丰塘，在今安徽寿县。与后来的其他陂塘蓄水工程一样,芍陂座

落于丘陵地带，利用丘陵起伏的自然地形,在环低凹的储水处筑长堤，形成一个可以引溉农田,并兼有蓄洪、漕运诸功能的人工

湖泊，是陂渠串联的系统。芍陂“水引六安，退注安丰，大筑埂堤,开设水门,轮广一百余里”，
[17]
是淮河流城古代最著名的水

利工程。其水源有三，一为溟水，一为肥水，一为龙穴山水，以自然水源流向加以人工修筑而成。芍陂相传为春秋时期楚国宰

相孙叔敖所建。时楚国势力大涨，不断图谋北上发展，将都城逐渐北移，在寿春立都，建芍陂（隋唐以后称安丰塘）。芍陂建

成以后，历朝都对此进行过维修，让芍陂发挥作用是当地农业生产的保证。从地理条件来说，元初的屯田主要围绕芍陂等水利

设施进行。

元军将领昂吉儿随伯颜统帅率军渡江之后，负责淮西一带军事，驻兵和州，后任淮西宣慰使。“时两淮兵革之余，荆榛遍

野”，昂吉儿请立屯田，以给军饷，并建议在水利基础较好的芍陂一带屯田,元世祖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最初派 2000 军人

在芍陂实行军屯，结果“岁得米数十万斛”。
[18]

喜人的成果让元廷不断对江淮一带的屯田加以关注，更留心于当地独特的水利

资源，《元史》卷 59《地理志二》寿春条记：“至元二十一年，江淮行省言‘安丰之芍陂可溉田万顷，若立屯开耕，实为便益。’

从之，于安丰县立万户府，屯户一万四千八百有奇。”当年即同意江淮行省的上奏，维修安丰塘，“江淮行省请修安丰芍陂,可

灌田万顷,从之”。
[19]

千户刘济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以二千人与十将之士屯田芍陂，取谷二十余万，筑堤三百二十余

里，建水门、水闸二十余所，以备蓄泄。凿大渠自南塘抵正阳，凡四十余里，以通传输。”
[20]
刘济死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

但芍陂屯田的规模却没有停下。与此同时，元政府又在附近洪泽地区的白水塘等水利设施处建立洪泽屯田万户府。《元史》卷

59《地理志二》淮安路条记载：“至元二十三年，于本路之白水塘、万家疃等处立洪泽屯田万户府。”芍陂、洪泽的屯田万户

府负责本处水利设施的维修和运转。董守义曾任洪泽屯田万户，当时“初屯之陂塘多仍其旧，隘不足以容水，公渐开之，广袤

四十五里。作木岸二百五十丈于塘口，御风浪之冲，而水利无复遗患。然地势卑下，行潦时至，庐舍岁忧漂流。公乃循堤置闸，

闸有驿以容守者，凡十二所，皆有名。”
[21]
可见芍陂洪泽屯田的成功与水利兴修密不可分。

而江淮地域另一著名的陂塘就是扬州五塘。扬州历史上的五塘,一般指陈公塘、句城塘、上雷塘、下雷塘、小新塘。五塘创

建于汉代，是江淮地区早期有名的灌溉工程。五塘工程在唐代趋于完善,其时不仅灌溉效益增大，也开始接济运河水。扬州以北

有维扬蜀岗，为黄土状岗地，起自六合，向东延伸，经仪征、扬州到邢江的湾头镇，绵延数十里。蜀岗海拔一般为 30—40 米，

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历史上多称扬州“地多陵阜，故名广陵”。扬州以南面临长江，蜀冈与长江间为沿江冲积平原。古代为了

开发扬州地区,很早就兴修陂塘灌溉农田。扬州地区陂塘很多，上述五塘是其中较大者，且灌溉和济运效益最高。五塘蓄天长、

六合、盱眙等地河水，又接高邮、宝应的湖水，在运河的上游，修建牌闸，利用开关调节形成了灌溉和漕运相济的水利设施。

汉代以后，各代都修浚过五塘，以济漕运和农业水利。南宋退守，高宗恐塘闸和运河被金人利用，人为毁坏了扬州、真州的塘

闸。元代至元十八年（1128 年），元军在上雷塘建闸，以塘水济漕运。因为非塘水济运，则漕运不通。
[22]

元代围绕江淮原有的水利工程开展屯田，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洪泽、芍陂等地的屯田起初是由军人实施的，即在战争之

际由戍守的军人在战事之余进行的，逐渐随着屯田面积扩大，屯田的主力已有专门的屯田军，以及政府募集的流民。特别是召

募流民给予牛种等，按比例分成，成为有元一代召募流民垦荒的措施。元代在此地的屯田由军人屯田起步，扩展到民屯和军屯

并举。江淮的屯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解决了军需和粮饷，节省了运输的成本，减轻了元廷的负担，安置了流民。而扬州五塘

的浚治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前由于南宋渡江后对真、扬的塘闸人为加以破坏，导致运河湮塞，本来此地的运河就是高于陂塘的，

水流少则不通，元军的浚治使运河保持畅通，保证了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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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小型水利设施的维治

除芍陂、扬州五塘和洪泽等地较大的陂塘外，江淮一带还分布着许多小的陂塘，对当地的灌溉水利发挥着重要作用，即民

间所自称为堨、水荡者，“大可溉田数百顷,小可溉田数十亩”。
[23]
对这部分水利设施经常性的管理尤为不易，闸堰、渠道等都

要经常修整，才能保证水利设施的正常使用，而实现经常性的维修和管理则需当地政府的组织和管理。“元初，取民未有定制。

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其用之也，于宗戚则有岁赐，于凶荒则有赈恤，大率以亲亲爱民为重，而尤惓惓于农桑一事，可谓知

理财之本矣。”
[24]
世祖深知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开国之初即首诏以农桑为本，颁布《农桑辑要》通

行全国，设立大司农司专掌全国的农桑水利，以农桑之成绩考核地方官员，将之作为官员升降的标准，凡地方正官必浚治水利，

“地高不能上者，命造水车”。
[25]
江淮一带的地方官在江淮一带积极带领广大百姓通过挑浚当地的水利设施而“永赖其功”，

这是保持地方小型水利设施正常使用的重要途径。当时江淮大量的小型地方性的水利设施如堨、堰等的维修和浚治是当地政府

与乡绅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地方官和地方社会共同整治水利的政治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江淮地理情况较复杂，围绕大小丘陵和其间的小型水面，多地在政治稳定之后进行了整治以及扩展。比如太平县，元代属

宣州，“地最漥下，昔人谓釜底田，十岁率九荒”。
[26]

如此低漥之地，进行恰当的水利建设必不可少。元地方政府曾在当地多

次修浚水利设施，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保证。大德三年（1299 年），知州韩国宝来此地赴任，“断以治水为养民第一

义”，重修当地重要的周洋新闸。对此闸的复杂性，时人有文记：“此闸众流要冲，地形卑下，闸常易坏。必先于闸侧依山荒

地别创河泾……分缓水势；闸之上下又筑埭，以分限山水、海潮，而后闸之功可施。不惟农人获灌溉之利，而盐以通运矣。”
[27]

可见，修是必要的，然而绝不仅是简单筑闸了事，更是要在此闸的两侧分流，减少水流的阻力，再在上下筑埭以限流，形成的

周洋新闸实际是复合水利工程，使农业获得了灌溉，也使经此地的运河得以顺利通过。韩知州在任期间还重修了金清闸、西舆

闸、永丰闸、黄望闸。韩知州主持修闸工程，其经费有出自于公帑，也有工程受益者“搜材石，募丁匠”，“苦心三年而后成”。
[28]
直至元末，太平还在当地官府的组织下进行水利建设。元人李习的《修筑陂塘记》记载至正四年（1344 年）朱荣甫督治太平

水利的事迹，其中讲到当年该地修复坏圩达 362 处。
[29]
而元至正庚寅年（至正十年，1350 年）江淮已处农民起义的锋火，但是

修建水利设施却还在进行之中，“元至正庚寅年建九眼陡门”，另还有六眼陡门也在至正年间筑成。
[30]
太平的水利建设在有限

的史料中可以明确延续了一个时代。

徽州是江淮地区最为著名和较大的地方州，下属有休宁、婺源、歙、祁门、黟、绩溪等县，现存的《弘治徽州府志》卷 2

《水利》大量记载了当地农田水利的修浚。歙县：“元延祐五年（1318 年）取勘塘一千二百四十五处，堨二百八处。有黄潭堨

者，一名苇墟堨在县西处，黄于庸捐巨赀修筑，拜买田，开渠灌田几二千，数乡民勒碑以昭其德。”黄于庸是当地的地方官，

在此发挥了巨大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并且还亲自捐款，解决资金问题。休宁一地“元延祐经理塘三百七十九处，堨二百五十处。

有东干堨在县西二都，元贞中县尹陈发开渠灌田千顷。又有方干堨者在和睦乡，临溪灌田六百余亩。元贞乙未，县伊陈发重修。”

县令陈发率领当地百姓开渠、重修当地陂塘，其功绩也为当地百姓所铭记，因此“民立碑于临溪汪王祠”。该方志还对祁门、

黟县、绩溪等地的元代延祐经理情况有所记载，延祐经理是元朝进行的基本国土资源的清查，这是有元一代对江淮唯一一次的

资产清查，其材料具有无法替代性，同时也说明当时当地水利资料的相对完备和准确。

配合多地进行的水利建设，亦出现了多种水利灌溉工具，因地制宜地发挥作用。王祯将之称为“或赖机械而就假其力”。
[31]

如利用陂塘而发明的龙骨车、筒车、水转翻车、高转翻车等，俱在江淮一带大量出现。北方顺德路总管王结著有《善俗要义》

一篇，大量陈述水利建设内容，其中说：“如地高，泉脉不能上流，仰成造水车，设机汲引，浇灌田苗。”最后他总结道：“此

皆江淮已验良法，条画许令举行，虽南北风土不同，亦有可为之处。”
[32]

说明江淮的水利机械实际的效果在全国都取得了良好

的声誉。

江淮地方小型水利建设取得较好成效，是因为许多官员能够身体力行，并组织协调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完成，得到百姓的

拥护。王祯的实践和记载可作为这一历史的总结。王祯，山东东平人，约成宗元贞元年任宣州旌德县令，至大德八年任信州永

丰县令。其间他遍访各地，了解当地农业生产概况，用自己的农业生产知识指导当地农业，效果显著。当时客居宣城的元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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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戴表元闻知：“问之，其法：岁教民种桑若干株。凡麻苎、禾黍、牟麦之类，所以莳艺芟获，皆授之以方……。”
[33]

特别是

他图画各种农器具，教百姓并自己参与制作农器。王祯自己也有不少数量的农诗留传，记叙了他对农器制作或农业种植的体认。

清顾嗣立《元诗选》有收录，其中《锋诗》有“兼材宜不废，图象付良工”，意指直接让制作者完成。对于翻车等江淮流行的

水利器具，王祯有的付与匠人制作，有的自己进行制作。他曾说：“（翻车）此车关键颇多，必用木匠，可易造成。”对于高

转翻车，他说“已经校试”，明显有自己制造或示试验之处。戴表元文章记叙道：“岁时属耆者、强壮，问能从吾言度其具，

幸而能，则大喜，出卮酒相劝奖。即不能，或怠惰不帅教，辄颦蹙，展转引愧，如不自容。”
[34]

因此，可以证明王祯是在前人

的基础之上设计并制作了结合当地地形的重要水利机械高转翻车和水转翻车。王祯将其在任内教授百姓种植农桑和关于农学的

知识写成《农书》，其中也包含他的农具图，成为对此前农学知识的总结，在中国农学史上独树一帜。王祯的作为给当地人民

带来了极大的福利，得到百姓的颂扬，“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利赖而诵歌之。”
[35]

在秩满时还可连任，直至

调任永丰县令。他所记载的水力机具都是与农田水利相关，改变了局部的灌溉条件，为丘陵地区的农业丰收提供了保证。其中

的许多农具为元代才开始出现的，实可谓是元代江淮水利水平的体现。

江淮自然条件与江浙相近，在水利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多地可以稻麦复种，因此元代江淮很快就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产粮区

和粮食输出区，在海运中有相当部分的粮食被运送至大都。还有很多经济作物也获得种植，如江浙种植的芝麻，在江淮开荒之

区农家多喜种植。王祯《农书》对此有所记载。而在元代得到大力发展的棉花也得到扩展，其种植由江浙渐扩展到江淮、寿春

一带，也出现了“过雨蔓青青，凉风木棉白”
[36]

的景象。其他如纺织业等手工业也有显著进步。安丰、淮安、扬州是流域内的

重要商业城市，大德年间，淮安等地的商税都在 3000 锭以上，高邮在 1000 锭以上。江淮成为元代重要的粮仓和经济重地，史

称“江淮之上连土相望”。
[37]

纵观有元一代的江淮水利建设，始终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并围绕旧有的水利设施进行维修和浚治。国家大规模对江淮地

域运河的修浚保障了元初运河发挥主要作用，后虽以海运为主，但是江淮的运河依然发挥着运盐以及运粮入江下海作用，不可

替代。将屯田放在水利设施所及范围之内，为元军提供了
粮食

等物资，免去了远途运输的大量费用。地方小型水利建设由当地政

府官员积极组织、筹划经费，形成了很好的水利维修传统，给百姓带来了福利。江淮地域的水利建设贯穿了元代统治的兴亡，

并非如一些研究者所言的“一团漆黑”，或者说没有作为。其水利建设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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