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津 流 觞                                                                            39 
 

国家图书馆藏黄河相关古籍文献综述 

 翁莹芳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哺育了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

期里，黄河也给沿岸百姓带来过严重灾难。基于黄河的重要性及其造成灾害的频繁性和严重

性，历代王朝从未停止过对它的调查、研究和治理。在数千年里，积累了浩如烟海的黄河相

关文献，涉及黄河区位、保护、治理、开发等方方面面，构成一个内容丰富的文化宝库。这

些文献过去在历史长河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今又在许多公藏机构得以妥善保存。国家图书

馆（以下简称国图）作为国家总书库，收藏有大量黄河相关历史文献。这些文献大致可以概

括为两大类：一类是古籍，包括善本、普通古籍、地方志、民族语文文献等；一类是特藏，

包括舆图、金石拓片等。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前出版或制作的的黄河相关古籍文献约有200

种。下文从编撰年代和内容类型两方面来介绍这批黄河相关古籍文献。 

一、编撰年代 

春秋战国时期，《尚书·禹贡》《管子·度地》《周礼·考工记》等文献中已经出现了

有关黄河的记载。至唐贞元十四年（798），贾耽编撰的十卷本《吐蕃黄河录》成为已知中

国古代“第一部以黄河命名的专著”
①
。七世纪中叶以后，黄河下游河患增多，探索治黄方

案的专著也相应增加，沈立的《河防通议》、李垂的《导河形胜书》均出现在这一时期。遗

憾的是，元朝以前的黄河专著均未能传世。 

（一）元朝 

国图藏元代黄河著述有3种，包括潘昂霄的《河源志》、赡思（清朝改译为沙克什）的

《重订河防通议》以及欧阳玄的《至正河防记》。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忽必烈派遣

元帅都实考察黄河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考察河源。都实一行历时4个月到达河

源地区，同年冬回到大都（今北京）。潘昂霄根据都实之弟阔阔出的转述，写成《河源志》

一书，详细记录了黄河源头一带的地形、水系、动植物、人口分布等。此书被视为第一部黄

河源头风土志。至治元年（1321），沙克什将北宋沈立所著《河防通议》和南宋周俊所著《河

事集》以及金代都水监编著的另一种《河防通议》加以整理改编，整合成《重订河防通议》。

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全面讲述河防工程的专著。国图藏的这三部元代黄河著述都是清代或民

国年间刻本。 

（二）明朝 

国图藏明代黄河著述10余种，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潘季驯《河防一览》系列著述。从嘉靖

四十四年（1565）开始，到万历二十年（1592）止，潘季驯奉三朝简命，先后四次出任总理

河道都御史，主持治理黄河、运河工程，前后持续27年，为明代治河诸臣在官最长者。其十

四卷本《河防一览》继承了前人治河的主要成果，同时系统记录了潘氏长期治河的实践经验、

①
 牛建强、杜明鑫：《先贤智慧：黄河文献的治河价值》，《黄河报》2019 年 12 月 3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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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思想和主要措施。此书是“束水攻沙论”的主要代表作，也是16世纪中国河工水平、水

利科学技术和治河水平的重要标志，在问世后300多年中对治河方针和河工实践一直起着指

导性作用。明代其它著述有刘天和撰《问水集》、郑若曾撰《黄河图议》、曹胤儒辑《河渠

考略》、张复撰《黄河考》、李国祥撰《河工诸议》、吴山辑《治河通考》、郑大郁编订《河

防考》、周堪赓撰《治河奏疏》等。明代黄河著述已经显现出黄、运两河密不可分的特征，

因为明朝在永乐年间迁都北上，运河的漕运作用突显，朝廷一方面要引水济运、一方面要治

黄保漕。  

（三）清朝 

国图藏清代黄河著述的数量是历朝最多的。清代最成功的治河官员是康熙年间的靳辅。

他在幕僚陈潢的协助下，继承了明代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思想，采取浚淤、开河、分洪、

堵口、筑堤、疏通海口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清朝260多年中治黄通运的最大成就。与靳辅

相关的治河著作有《治河奏绩书》《治河汇览》《靳文襄公治河方略》等，与陈潢相关的著

作有《天一遗书》《河防述言》《河防摘要》等。其中《靳文襄公治河方略》是继明朝《河

防一览》后又一部重要的治黄著作。清代黄河著述特点有二：一是源于治河实践的著作丰富，

几乎所有治河名人都有相关著述流传于世；二是内容来源多样，包括史料辑录、案牍汇编、

经验总结、善本杂抄、个人诗咏等。此外，国图还藏有外国传教士著黄河文献，如清末李佳

白（Gilbert Reid）著《河工策》，书中详细介绍西方治理河流泛滥之法，提出切实可行的

决口后赈灾和救济办法。 

（四）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黄河文献的特点是，科学著作、考察报告以及外国专家著述大大增加。民国时

期必须提及的机构是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这是南京政府于1933年设立的流域性专业治

黄机构，负责黄河及其支流的一切兴利防患事宜，为民国时期的黄河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学家有李仪祉、张含英等。国图藏有李仪祉著《黄河之根本治法商榷》，

此文对治黄工作有深远影响。 

二、内容类型 

从专指性来看，黄河相关古籍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述黄河的古籍，一类是部分

涉及黄河的古籍。后者主要包括历代正史、地方志等典籍以及综合性水利著作。西汉《史记》

卷二十九为《河渠书》，此后历朝正史沿袭《史记》体例，均有水利相关内容，而且大部分

篇幅涉及黄河流域。黄河流域各省府、州、县地方志中也均有黄河相关记载。但是总体而言，

史书、地方志并非以水系、水利为主，因此不纳入本文讨论范畴。本文仅论述专述黄河与论

及黄河的水利著作。事实上，概括黄河相关古籍的内容类型并非易事，因为许多著述包罗万

象，并不限于某一方面，例如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就包含了河源河决考、治河理论与实践、

河工技术、谕旨奏疏等各个方面。下文仅将相关的大部分古籍作一大致分类。 

（一）治河实践著作 

治河实践著作指以治理黄河的现实经验为依据编纂而成的著作，记录了黄河治理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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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明代潘季驯《河防一览》系列著述、清代靳辅《治河方略》系列著述、清代张鹏翮《张

公奏议》系列著述是治河实践著作的典型代表。潘季驯及其《河防一览》在上文已有论述。

靳辅是清康熙年间治河名臣，他继承潘季驯的治河主张，取得了治河通运的显著成效。崔应

阶重编《靳文襄公治河方略》，着重阐述17世纪苏北地区黄、淮、运河的决口泛滥及治理经

过，详细叙述了疏浚河道、修险工、塞决口、筑堤防、建闸坝、整治运河等的治理原则和方

法措施。张鹏翮是靳辅之后最杰出的治河专家，对清代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较大贡献。

其《张公奏议》一书尽管以奏议为主，仍然全面记载了其任上的各种治河事宜。此外，清代

刘永锡《河工蠡测》、刘鹗《治河五说》、崔维雅《治河刍议》等均是根据自身治河实践编

纂而成的著作。 

（二）治河理论著作 

治河理论著作是指根据史书、典籍中的黄河治理相关资料编纂而成的著作。换言之，著

者在整理他人治河资料的基础上阐述自己的治河思想。相关著作有明代曹胤儒辑《河渠考

略》，清代陈法著《河干问答》、傅咸如著《治河策》、凌鸣喈辑《疏河心境》、薛凤祚著

《两河清汇易览》、宗源瀚著《筹河论》等。以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的《河干问答》为

例，此书在深刻论述黄河夺淮之害的基础上，提出黄淮分流、黄河改道山东大清河入海等主

张，反对潘季驯、靳辅等人的“黄淮合流”“筑堤束水”和“蓄清刷黄”说，并首先提出“沙

见清水而沉”的论点，对黄河高浓度含沙水流特性有独创性认识。这是清代治河中非主流派

的著名代表作。 

（三）辑录性治河著作 

辑录性治河著作指单纯汇集、摘录某些治河著作的著作。国图藏此类著作以清代抄本居

多，且数量不少。例如，清抄本《治河论丛》杂抄明代潘季驯、清代靳辅等人的治河论说，

收录潘季驯《河防险要》、清代高凤翰《两河指掌》以及《黄河全图》《黄河考》等著述；

清抄本《治河纂要》卷一辑录《夏书·禹贡》《河源考》《九河考》等河源相关论述，卷二

辑录历代河防相关论述；清抄本《导河书》抄录了陈和叔《导河书》、丁萼亭《治河要语》、

嵇曾筠《石工说议定物料价值并办料》等。清抄本《河工摘录》《治河择要》等均属于此类

著作。 

（四）案牍汇编类著作 

案牍汇编类著作即把黄河治理相关的皇帝谕旨、大臣奏疏等案牍材料加以整理后汇编而

成的著作，例如明代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周堪赓《河渎奏疏》，清代嵇曾筠《防河奏

议》、许振祎《督河奏疏》、白钟山《豫东宣防录》、兰第锡编《黄河工程文册》，道光年

间《祥工奏稿》《河工奏稿》《河工文牍》等，山东河防总局录送《山东河工保案》等。这

些案牍是直接反映治河过程的一手文献，对于还原历史、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是十分珍

贵的原始资料。 

（五）河源考证著作 

河源考证著作指考察黄河源头的著作。元代、清代朝廷曾分别派都实、阿弥达探查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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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两者之间，康熙皇帝也曾派出侍卫拉锡和舒兰探查黄河源头。拉锡和舒兰探明黄河源

自扎陵湖流入鄂陵湖。清代对黄河源头的认识较元代有所进步。元代潘昂霄撰《河源志》，

清代舒兰撰《河源记》，乾隆时期纪昀等撰《钦定河源纪略》，吴省兰撰《河源图说》《河

源纪略承修稿》等，均属于河源考证著作。 

（六）河工则例章程类著作 

河工则例章程类著作指与河工相关的则例、章程等，例如《题定河工则例》《题定河工

杨木椿规则例》《河东河工物料价值》《钦定河工实价则例章程》《黄运两河修筑章程》等。

清雍正十二年（1734）《题定河工则例》分七卷记录淮扬道属各厅下各项料物漕规并镶埽则

例。清乾隆九年（1744）《题定河工杨木椿规则例》主要记录淮扬各厅购买杨椿木的各项则

例。清嘉庆十三年（1808）工部编《钦定河工实价则例章程》按厅属分卷，专述清嘉庆时期

江南河工物料，主要记录报销岁修工程等，对江南黄运两河修筑、河厅设置、物料价格变化

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是了解清代江南河工的重要资料。 

（七）综合性水利著作 

综合性水利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从《水经》延伸而出，一类从《尚书·禹贡》

延伸而出，一类为独立著作。在这些文献中，黄河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解读《尚书·禹贡》

最出名的著作当属清代胡渭的《禹贡锥指》，书中提出黄河五次大改道说，为研究黄河变迁

提供了历史证据。与《禹贡》中“九河”相关的著作有徐寿基《九河指地》、王实坚《九河

臆说》、孙彤《二渠九河考》等。比较重要的独立著作有清代傅洪泽的《行水金鉴》、齐召

南的《水道提纲》和胡宣庆的《水道源流》。 

（八）黄、运、淮水利专著 

从元朝开始，中国的政治中心开始北移，运河漕运作用突显。由于黄、运两河交汇，两

河的治理也难以分割。清代张伯行的《居济一得》是一部讲述清代山东段运河治理的水利专

书，但是书中对山东段黄河的地理地貌、水利设施建设、水源补给、河道管理和治理等也作

了介绍。类似的书还有叶方恒《山东全河备考》、陆耀《山东运河备览》等。黄河与淮河的

渊源也由来已久。从南宋建炎二年（1128）开始，长达700多年的夺淮入海史让黄、淮两河

的治理紧密相连。清代郭起元《淮水考》、丁显《淮北水利说》、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

等都论及了黄河。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提出“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黄河的治理、保护、利用和开发对于提

升黄河价值、提升黄河两岸经济水平，从而带动北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书籍是文化

和文明的载体，黄河相关古籍文献是古代先贤治河智慧的结晶和治河理论的总结，是研究各

个历史阶段黄河变迁、决溢灾害、治河人物、黄河河政和河工技术等赖以借资的重要资料。

有言道“鉴古知今”，充分研究和利用这些古籍文献，对于当前乃至以后的黄河研究仍然具

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