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江堰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都江堰史》

13位ISBN编号：9787508446318

10位ISBN编号：7508446313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社：水利水电出版社

作者：谭徐明

页数：27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都江堰史》

内容概要

《都江堰史》将都江堰的历史还原于它所依存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中，作者数十年的研究，梳理了都江
堰极富区域特点的工程技术、水管理、水神崇拜的渊源、发展脉络和形态。它引导读者回望历史，发
现传统水利建筑之美，探寻水利文明丰富的内涵，当然也将从中感悟古代工程技术的局限以及可以借
鉴的优点。全书图文并茂，一些珍贵图片是首次发表。都江堰这一以水利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与
岷江相依相存，在永远不息的急流中历经2200多年依然生机勃勃。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都江堰无
言地传递着水利与文明的渊源，展现着水利与自然和谐的无限魅力，都江堰与成都平原息息相关。
《都江堰史》适用于从事水利的专业人员，以及对土木工程史、历史、地理等有兴趣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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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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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史》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成都平原与都江堰1 都江堰的地理环境岷江是黄河之外中华文明又一发祥地，它辉煌的
文明可以与黄河流域的古文明相媲美。岷江一直被简称为“江”，即使在明清时期，多数人还是将岷
江视作长江的正源。这或许是古代人以文明的进化先认定江河的地理观。古老的蜀文明中水利是其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岷江流域早期的行政区形成和演变中有重要影响。秦汉置蜀郡，政区范围北直
抵岷江上游今松潘平武，中以岷江河流为轴线向四周辐射至成都平原的广大区域（见表1-1）。蜀郡置
湔氐道，管辖上游的羌氐部落民族（后来分化为羌族和藏族）。隋唐时全国设十三道，下领州（府）
、县。从此成都府的政区管辖范围，大抵北以今都江堰市为界，南以岷江中游起点新津为界，都江堰
灌区各县涵盖其中。都江堰的兴建，改变了成都平原天然河流的自然形态，由此也直接影响到县乡以
及村落城镇的形成。成都平原行政区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各级行政区边界变化不大。都江堰作为一
个灌溉区，无论管理还是水源调度，都需要在相对独立稳定的区域内实现，这是成都平原政区稳定、
少有重大改变的丰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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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史》

后记

1983年我的硕士生论文进入选题阶段。当时，都江堰创建史是关注的热点。历史学家和工程师们或从
古蜀国的传说，推论都江堰的起源；或以鳖灵治水的神话，衍生出李冰以外的都江堰创始人。传说、
神话与史实交织在一起，都江堰的早期沿革被演绎得神秘甚至有些无稽。面对都江堰，以现代水利知
识解读历史的都江堰，竟也诠释得那么完美，无懈可击。须知没有水泥和钢筋之前，每年汛期湍急的
岷江都会将竹笼修筑的都江堰大部分冲毁，岁修赋予了都江堰延续的生命，而岁修是都江堰用水户们
千百年来必须承受的劳役和税赋。20世纪60年代以后，渠首所有工程设施才以混凝土结构取代了竹笼
工。尽管都江堰常规性的岁修依然进行，但不再与都江堰生存和供水攸关。都江堰变革的时空界限何
在？它的科学价值何以阐述？我对选题困惑了。当年指导我论文的老师是姚汉源先生和周魁一先生。
他们要求我且将都江堰创建的种种纷繁议论搁置一边，就以近代为研究都江堰的切入点。19世纪20年
代－20世纪40年代，正是都江堰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时期，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它的确是认知都
江堰最佳的切人点。在做论文期间，我得以读到尘封多年的工程档案、水行政管理档案，它们中有很
多是当时没有解禁的“敌伪”档案。我在档案之外，查阅了古代灌区成都平原14县所有的县志。在地
方水利局技术员的帮助下，沿着岷江和都江堰渠道，有幸地见识了存留不多的无坝分水的支渠口。这
些资料和考察，使我对都江堰无坝分水工程的原生形态有了深刻的理解，更从纷乱的官方的民间的灌
区管理中理出了都江堰管理的诸多头绪。当时我还不能做到多视角、多层次地解读都江堰的科学内涵
，但是，已经强烈地感受了古代水利工程建筑之美，它与现代水利工程技术少有可比性。随着阅历的
增加，更感悟到都江堰的精髓，现代人需要学习，需要传承的是它超越时空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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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史》

编辑推荐

《都江堰史》适用于从事水利的专业人员，以及对土木工程史、历史、地理等有兴趣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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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史》

精彩短评

1、这个灰常赞！！从历朝历代的发展情况，不一而足，内容非常详实，而且还有各时期的手绘图，
很赞！可惜的是原理没有展开说清楚，不过既然叫都江堰史，侧重的毕竟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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