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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运河文献书目提要》

内容概要

《中国运河文献书目提要》由王云、李泉等著。中国古代关于运河的专门著作约有百余种之多，其内
容涉及至黄运关系及治黄通运的理论理念、运河开挖挑浚、河道工程建设维护、运河区域水文水系、
漕运及其管理体制、运河交通及经济发展、运河区域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是当代研究明清大运河的
主要资料来源。这些著作大部分扃藏于书库，至今尚未被研究利用。《中国运河文献书目提要》搜求
了散藏于各地图书馆中的关于运河的历史著作，选取学术价值高的一百种古籍进行研究整理，分成“
治黄保运”、“运河工程”、“运河水利”、“漕运关志”四个大类，撰写了100篇书目提要，每
篇1500—3000字，大体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写作背景、分卷次介绍主要内容，该文献在学术、史料
及实用方面的价值，版本流传及收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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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云，1957年8月生，山东阳谷人。1982年毕业于聊城师范学院。2004年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聊城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史运河文化史。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课题一项，山东省课题三项。共出版学术著作3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代表性科研成果：《
山东运河文化研究》（专著）、《中国古代社会史通论》（合著）及论文《明代女官制度探析》、《
明清时期山东的山陕商人》、《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崇拜》、《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墨记的
史料价值》等。 李泉，1949年2月生，山东嘉祥人，历史学教授。1982年1月毕业于聊城师范学院，历
任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主任，聊城大学教务处处长，现任聊城大学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基地
）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运河史，出版《傅斯年学术评传》、《山东
运河文化研究》、《一本书读懂中国史》等著作十余部，在《中国史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
、《文献》等刊物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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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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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永定河不仅是北运河的下游，同时还是北运河的重要水源补给，其所提供的丰富水源自然
有利于保障漕运的正常开展，但其经常泛滥和频繁的水灾又给北京城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因此如
何能在永定河的治理中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一直是元、明、清三代尤其是清代统治者苦苦探索的问题
。作为专写永定河的第一部史志，陈琮的《永定河志》正是这一探索的阶段性成果。陈琮在《永定河
志》中不仅系统梳理总结了历代治理永定河的经验教训，而且还结合自己的实践提出了此后永定河治
理的方向性建议。正因为如此，《永定河志》不仅深受乾隆帝嘉奖，更为此后历代水利史研究者和永
定河治理工作者所推崇。 此书存清乾隆年间内府抄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和
《中华山水志丛刊》均据之影印。（官士刚） 永定河志 《永定河志》，清李逢亨撰。李逢亨，字垣
斋，粤培园，陕西平利人。他天资聪颖，精通诗文，乾隆四十二年（1777）选拔贡，两年后进朝参与
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年任直隶布政司理问，乾隆五十三年（1788）任蓟州州判
。嘉庆五年（1800）任永定河三角淀通判，两年后任永定河南岸同知。嘉庆十一年（1806），永定河
泛滥，南岸决堤数十丈，情势危急，他亲自指挥抢筑险工，受到百姓的称赞。三年后升任河间府知府
，其间曾平反冤狱，民皆称颂。当时遇黄河暴涨，决堤十余处，他奉旨抗洪，日夜坚守，终于堵塞决
口。嘉庆十六年（1811）升直隶永定河道，同年，嘉庆帝西巡，点名召见李逢亨，赏赐三品顶戴花翎
，封兵部尚书，署直隶总督。嘉庆二十年（1815），李逢亨离开永定河河务之任，出任东河河道总督
，一年后再次负责永定河事宜。后被加封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等衔。嘉庆二十五年（1820）八月告
老还乡，两年后病逝，享年78岁，朝廷诰封他为荣禄大夫，葬于兴安府（今陕西安康市）南郊。李逢
亨任河务40年，先后从事与永定河河务有关的工作达l5年之久，这些丰富的阅历和治河实践，为他撰
述《永定河志》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外，他擅长书法，现存于泰山岱顶唐摩崖之东的“于山见泰岱
之高”石刻，系其嘉庆二十一年（1816）督东河时题刻。 永定河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至天津附近入
海河，南北朝时称漯水，隋代称桑干河，辽金以后称卢沟河，元明以后又有浑河、小黄河、无定河之
称，康熙三十七年（1698）筑堤疏浚后，将无定河更名为永定河。该河是北运河的下游和重要水源之
一。李氏《永定河志》是继陈琮同名著述之后又一部记载永定河的专书，成书于嘉庆二十年（1815）
前后。该书卷首列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至嘉庆十九年（1814）间皇帝所颁发关于永定河的谕旨，
后列编纂例略，交待志书的编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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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运河文献书目提要》概括各书主要内容，提示史料价值，并说明其版本及流传情况，以方便人
们了解运河文献的整体面貌，也可为研究者提供基本的资料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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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该书对研究中国古代运河文化，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相关运河古籍有很大的帮助，其中很多古籍极
其罕见，拜读之后，收获颇多。
2、该书精选了中国运河文献中价值较大的一百二十多种书籍，分成“治黄保运”、“运河工程”、
“运河水利”和“漕运关志”四大类，为所选的每种文献写作了“提要”，让读者经由“提要”所涉
及的作者生平、写作背景、目录内容、历史价值、版本流传等要素，对所选文献有一个比较综合、全
面的概貌了解，便于相关科研人员查询检阅，是一部实用性较高的文献检索工具书。而且，由于“提
要”的文风半文半白，内容比较丰富、精炼，所选文献资料前后有一定的衔接连贯性，加之古代社会
运河与国计民生、社会经济和民风民俗发展又有着密切的千丝万缕的关系。综合种种，使得该书的可
读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同类的学术性质读物，而颇具大众化人文社科读物的风采。
3、最近正在参与大运河申遗工作，这本以运河文献资料系统编写的汇编，对于查阅相关文献非常及
时。
4、分类有问题  于索引很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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