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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水利发展史》 
 

 
 
 

自    序 
 

    我第一次写水利史文章《黄河旧帐的翻检》一文是1936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
到今年恰恰是半个世纪。五十年来虽东西奔走，十之七八的时间搞其他工作，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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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三的时间，还是读些水利史。时间长，思索考虑较多，但用力既寡，造诣必然
浅薄。所幸尚能自知，从壮到老，常以当年学生心情对待这一学习，忽忽岁已逾古
稀者又数年。学而不教如收而不出，于已固无害，于人则无益。所学虽成就小，即
以小与人，一砖、一瓦，也是高楼大厦所必需的。在这种心情的鼓动下，匆促写成
这本书，自知挂一漏万，大谬小错在所难免。如果能引起关心这门学科同志的注
意，有鸿文巨制继续问世，本书也算抛瓦砾，引金玉，完成它的使命。 
    本书首先想弄清楚历代水利兴修的史实，但只能提纲挈领地指出大线索，供读
者参考，详细论证多不搀入。书中往往有详他书所忽略，略他书所能详者，意思是
补缺拾漏；书中有的意见也与当代学者专家不能尽同；意思是为百花园内添一小
草。至于写这本书的用意，多写在本书第一章绪论内，所参考取材的文献多写在第
四章四节及末章末节内。遗憾的是就内容言，缺略不够的还不少，如水道港口工
程，特别是海港、河港的修建几乎没有涉及；水利基本理论及技术发展也写得很不
够，即使已涉及的海塘、城市水利、水利机具等内容亦散见不成系统，水利人物及
文献杂乱无章，只略及名目而已。至于原计划书末附录拙文数篇，补某些考订论证
的不足，都未做到，只好待诸将来了。 
    本书比较注意工程之兴废，似工程技术史而又不完全是；稍及政治经济与水利
之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但远远不够，不能成为从经济发展
看的水利史，仅能为关心这一问题的专家提供些资料而已。总之，文字虽烦琐诘
屈，可读性不高，但仍是为初学者阅读的一本书。 
    书中虽多自己探索的成果，但取材于朋友同志提供的仍不少，不能——列举，
亦同于引证古人文字多未注出处者。 

成稿仓猝，订讹誊正，助我完成的同志应当提出的有谭徐明、程鹏举、陈菁等同
志，其中以陈菁同学用力尤多，附带在这里致谢。 

 
    姚汉源 

 
    1986年12月27日序于北京寓庐 

 
 
 

新版自序 
 
    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厚爱，将我近二十年前的旧著《中国水利史纲要》重新排
版印刷。至感。由于拙著被纳入专题史系列丛书，应出版社要求，现更名为《中国
水利发展史》。付排前，订正了旧版中的一些文字错误，请读者察之。 
    今年我已九十有三，精力不济，无力再续研究。这次拙著重新出版，但望对大
家有一点借鉴和启发，不没我一生所思所想。中华历史文化之博大、古人智慧之精
深，此书不能全，愿后人更能继续研究和体会。 

    姚汉源 
 

    2005年3月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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