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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上运河的地理条件及其航运价值 

从地理环境角度考察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 
 

邹逸麟 
 

载《椿庐史地论稿》 
 
 

我国历史上的运河是举世闻名的伟大工程之一。它在我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以及促进各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诸方面的积极作用，早已
为人们所公认。但是作为沟通天然河流之间的人工运河，由于受到流经地区自然环
境的影响和制约，不能不存在一些地理因素方面的问题。譬如它的通航作用究竟有
多大；人们在治理运河过程中，哪些措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哪些是违反自然规律
的，这些又给后来的社会、地理环境带来哪些积极或消极的因素，等等。这些有关
运河的历史地理问题却从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为此，本文准备从地理环境的角
度，就下列三个问题对运河的历史作用作一考察。 

 
一、历史上运河的地理条件及其航运价值 

 
我国历史上的运河绝大部分兴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由于我国的政治中心以

在北方的时间为久，故而运河的分布又较集中在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古
今变迁比较显著，对运河的影响也较大。长江流域地理环境的古今变迁和对运河的
影响，相对而言都比较小。所以我们在这里着重论述黄河流域的运河。 

黄河流域(古代黄河下游地区相当今黄淮海平原)原是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
据近年来考古资料和历史地理的研究证明①，在人类活动的早期，这里气候温和，
植被覆盖良好，湖泊河流众多。随着人类活动的频繁，如战争的破坏，无计划地垦
殖荒地、砍伐森林、侵蚀草原，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了河流淤浅、湖泊干
涸，气候渐趋干燥，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这种变化自战国秦汉时已经开始，
以后渐次发展，唐宋以后愈趋严重。黄河流域的运河在这种变迁的直接影响下，通
航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史念海：《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上)、(下)，见《陕西师大学

报》(社科版)1978年第3、4期。 
 

    首先，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气候比较干燥，雨量比较贫乏，近二分之一的土地
覆盖着深厚的渗水性很强的黄土层，全年降水量的三分之二集中在六至九月的夏秋
季节，河川径流量贫乏而变率又大，是黄河流域各河流的普遍特征。其次，黄河流
域的河流很多发源于黄土高原，含沙量普遍较高。早在二千年前，就有河水“号为一
石水而六斗泥”的说法①。这样的水沙条件势必给沟通其间并引以为源的人工运河的
通航带来显著影响，唐宋以后尤为严重。兹列举数例，以资说明。 

汉代以来沟通黄河和淮泗之间的济、汴水(济汴二水在同一水口分流河水)是中原
地区的重要水道，均以河水为源。早期通航的具体情况，因记载缺乏而不得详知。
然自“秦汉以来，亦有通否”②。在《水经·济水注》里记载的古济(汴)水引河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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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先秦以来先后有六七处之多，说明引源问题解决得很不理想。魏晋以后，南北战
争频繁，利用汴水通航的记载渐多。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时间在农历六
月，正逢这一年大旱，“汴水又浅，运道不通”，于是临时疏凿了沟通汶泗的桓公沟，
改由济水下游入河，再溯河西上。以后公元五世纪时南朝几次北伐，都因同样原因
改由桓公沟折入河水③。这说明由于水源的贫乏，经常影响到运河的通航。隋炀帝
时代开凿的通济渠，唐宋时又名汴河，以河水为源。在唐宋二代是南北水运交通的
大动脉，对维护巩固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曾起过重大的作用。然而由于水源不足，
含沙量高，通航极不理想。在唐代每年输往京师的漕粮于春上自江南起运，四月由
淮入汴，因正逢枯水期，“多属汴河乾浅，又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
黄河水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汉书》卷29《沟洫志》张戎语。 
②《水经·济水注》。 
③拙稿《试论定陶的兴衰与古代中原水运交通的变迁》，《中华文史论丛》第8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
日多，得行日少”①。汴河全长约千余里，航行时间竟需二三个月，每天平均航程
不到十华里，可见效率很低。宋代的汴河引黄河水口，因“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
岁易。易则度地形，相水势，为口以逆之。遇春首辄调数州之民，劳费不资，役者
多溺死。”当时在汴河上航的漕船，“入水不过四尺”，仍感“汴水浅涩，常稽运
漕”②可是在每年的夏秋季节却往往因来水迅猛而发生决溢，以致阻碍漕运。今据
《宋史·本纪、宋史·五行志》记载，北宋一代汴河共泛决二十二次，其中十九次
发生在农历的六至九月间，曾给沿岸地区造成严重灾害。另外，汴河因以河水为
源，含沙量高，非得经常疏浚，不能通航。唐代中期因战乱频仍，有一段时间未经
疏浚，汴河就不堪航行。代宗时刘晏规定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疏浚汴河③。唐末
因战乱不息，久不通漕，下游很快淤为污泽④。宋代因“汴水浑浊，易至填淤”
⑤，起初规定三五年一浚，至皇祐三年(1051)，因“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
治，岁以为常”⑥。以后汴口春开秋闭，“终岁漕运，止得半载”⑦。可见其航运价值
因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大受影响。汴河虽年年疏浚，仍不免年年淤高。沈括《梦溪笔
谈》卷25《杂志二》记载，熙宁年问汴河自东京开封至雍丘(今杞县)、襄邑一段，
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靖康以后，宋金对
立，漕运不通，不久汴河即告淤废。南宋乾道五年(1169)楼钥使金北上，时汴河河
身已成平陆，“车马皆由其中”，“民亦有作屋其上”，河床上已种上麦子⑧。上距北宋
亡国不过三四十年的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 

②《宋史》卷93《河渠志三·汴河上》、卷94《河渠志四·汴河下》。 
③刘晏：《遗元载书》，《全唐文》卷370。 
④《资治通鉴》卷292，后周显德二年。 
⑤《宋史》卷94《河渠志四·汴河下》。 
⑥《宋史》卷93《河渠志三·汴河上》。 
⑦(宋)王曾：《王文正公笔录》，百川学海本。 
⑧(宋)楼钥：《北行日录》，见《攻瑰集》卷111。 
 
再以不引用黄河为源的运河为例。汉武帝时代开凿的关中漕渠，引渭水为源，与

之平行东流至潼关附近人河，为关中地区的重要运道。然而通航的时间并不长，到
了东汉初年已废弃不用，改以渭水通漕①。《水经·渭水注》则明确指出漕渠“今
无水”。隋开皇四年(584)重开关中漕渠，至隋末又淤废，仅维持三十年左右。唐天
宝元年(742)再次重开漕渠，到大历(766—779)以后，“渐不通舟”②，前后不过二十
几年。由于渭水“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③，就是流量不均，含沙量高，因此引以
为源的漕渠，就不免屡浚屡淤的厄运。 
    今北京至通州间的人工运河，在金代称金口河，元明为通惠河或大通河。金代
以卢沟河(今永定河)为源，因“以地势高峻，水性浊浑… …不能胜舟”④。元初改引昌
平白浮泉，后河床为山洪所毁，又改引卢沟河水为源，结果以“流湍势急，沙泥壅



塞，船不可行”⑤。明代虽改引玉泉山诸泉为源，但因水源不足，屡次疏浚通惠河而
未能奏效，以致常以陆运为主⑥。通州以南的白河(又称潞河)，“淤沙易阻，夏秋水
涨，则惧其潦，冬春水微，则惧其涩”⑦。当夏秋暴涨，堤防不能御，“源远流迅，水
势漫散，河皆溜沙，深浅通塞不常，运行甚艰”⑧。明清时代河北平原上的卫河在引
沁、漳为源问题上反复不定。不引漳“则细缓不能卷沙泥，病涸而患在运”；引漳
则又因漳河多变，怕危及卫河⑨。引沁也因“沙多善淤”，“未获利而害踵至”
⑩。因此，清代卫河时因浅涩，“难以济运”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东汉光武时杜笃《论都赋》：“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
(《后汉书》卷80上《文苑列传》)。据此知东汉初仍借渭水通漕。 

②《元和郡县志》卷2，华州华阴。 
③《隋书》卷24《食货志》。 
④《金史》卷27《河渠志·卢沟河》。 
⑤《元史》卷66《河渠志六·金口河》。 
⑥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

期。 
    ⑦《读史方舆纪要》卷129，漕运。 

⑧(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卷100引《问水集》。 
⑨《明史》卷94，《河渠志五·卫河、漳河》。 

    ⑩(清)康基田：《河渠纪闻》卷7。 
⑾《清史稿》卷127，《河渠志二·运河》。 
 
元明清时代的会通河水源问题，较其他运河更为棘手。从元至元年间开凿以后，

虽广引鲁中山地西部汶泗诸水为源，但总感流量不足。特别是济宁以北河段，仅靠
水量极不稳定的汶河，常受缺水的威胁。所以会通河虽开于元代，然而在元代却未
被充分利用，南北漕船仍以走海道为主。明代初年重修会通河，广引泉源，沿运设
置水柜，并分段置闸，堰水通航，才勉强维持漕运。可是汶泗诸水含沙量高，当伏
秋汛发，挟沙而下，“每大水一次，必受淤一次”①。明朝永乐年间修建的各闸，
至嘉靖年间有的仅存闸面，有的全被没入河底②。可见河道淤塞的速度是十分惊人
的。明初在沿运设置的水柜，如安山湖、南旺湖等，到明末清初相当一部分被淤成
平陆，并垦为农田③。当清末漕粮改由海运，停止了每年对山东运河疏浚的制度，
南旺、济宁以北的会通河很快就完全淤废了。 

这里还需要强调指出一点：就是黄河流域各河流的水沙条件在唐代前后有不同程
度的变化。黄河流域的运河在前期主要受水源河流泥沙和流量不均的影响，而在后
期这一点有增无减，同时还受黄河决口改道的直接干扰。战国时代魏国开凿的鸿
沟，为中原地区水运交通的干渠，汉代称莨荡渠，三国以后称蔡水。这条人工运河
直至唐代仍然起着沟通南北的作用。在这段时问里未见有多次疏浚的记载。宋代重
新开挖的蔡河，流经路线大致与蔡水相同，却需年年疏浚，还不断淤浅。宋亡以
后，不数十年至元代“河底填淤，高出地面”④。这与战国以来经近千年的蔡水相比，
其淤高的速度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春秋时代吴国开凿沟通商鲁之间的菏水，在五
代后周开五丈河时还沿用它的旧道，输运山东的物资。西汉武帝时黄河决口后形成
的屯氏河，隋时曾被利用来作为永济渠的一段。然而宋代开凿的一些人工运河，如
汴河、五丈河、金水河、蔡河，入金以后就仅存尾声，到了元明时大多淤废不用。
这都是因为黄河南决，不断将大量泥沙灌入的缘故。宋代河北地区的御河也曾被黄
河北流所袭夺，长达五六十年之久，至使御河屡浚屡淤。元明以后黄河长期夺泗入
淮，在大致即今淤黄河的河道上经常北决，不时破坏和威胁着大运河中山东河段的
安全。明中期以后，山东运河的南段为“避黄改运”，不断改建新道，由原经昭阳
湖西的泗水故道，改经昭阳湖东的南阳新河，以后又增修洳河、中河，目的都是为
了避开黄河的干扰，而被废弃的昭阳湖西岸的旧道，很快被淤成了平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清)黎世序：《续行水金鉴》卷104引运河道册。 
②(明)刘天和：《问水集》卷1《闸河》。 

    ③详见拙稿《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元史》卷194《李黻传》。 



 
    唐代前后黄河流域河流水沙条件不同，可以北京通州间通惠河的水源永定河为
例。永定河古称漯水，在北魏以前又名清泉河①，可见含沙量并不很高。可是到了
辽金时代因“水性浑浊”而称卢沟河②。元代又名“小黄河”，“以流浊故也”③。明代又
称浑河④。清代因“水浑善淤，变迁无定”，又名无定河。康熙年间大加修治后，赐名
永定河⑤。这是河北平原上河流在唐以后含沙量骤增的明显例证。我们由此可以理
解黄河流域的运河在唐代以后为什么会淤废得这么快了。 
    历史时期在长江流域开凿的运河，如春秋战国以来的邗沟、江南河、胥溪、灵
渠等等，两千多年来经不断地疏浚和改建，始终是可以通航的，有的运河在今天社
会主义建设中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黄河流域在历史上兴建过的运河数字远远超过
长江流域，可是除了河北省境内的南运河部分河段尚可通航外，绝大部分运河或淤
成平陆，或尚存河形而无舟楫之利。这就是历史时期两大流域自然条件不同所赐予
人工运河的不同命运。 

除了上述黄河流域天然河流的水沙条件给人工运河带来不利影响外，东部平原上
地貌条件也是造成运河航运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我国东部平原上的河流，从海
河至长江大多作自西向东流向。各河流的下游都有着自己大小不同的冲积扇。例
如，永定河冲积扇、滹沱河冲积扇、漳河冲积扇、黄河冲积扇、淮河冲积扇和长江
中下游冲积扇等等，同时平原东部还有着今山东境内汶泗冲积扇镶嵌其间。由于各
河流含沙量不同，冲积扇的厚度也不同。这种冲积扇和自然堤的相互交叠，使平原
地貌自北而南连绵着微度的起伏，纵贯南北的大运河的河床也随之有高差，尤其是
运河和天然河流交叉处河床出现的显著悬差，必需筑坝置闸，才能通航。漕船越坝
过闸时需投入大量劳动力，而效率却仍然很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水经·漯水注》 

②《金史》卷27《河渠志·卢沟河》。 
③《元史》卷64《河渠志·卢沟河》。 
④《明史》卷87《河渠志·桑乾河》。 
⑤《清史稿》卷128《河渠志三·永定河》。 
 

    元代大都(今北京)附近的通惠河，“岁漕米百万，全藉船坝夫力”。全年自冰开发
运至河冻止，共计二百四十日，“日运粮四千六百余石，所辖船夫一千三百余人，坝
夫七百三十，占役俱尽，昼夜不息。”①从临清至徐州的会通河全长八九百里，以今
汶上县西南汶泗冲积扇的南旺地区最高，称为“运河之脊”。运河河床从南旺向南北两
端倾斜，必需分段设置船闸抬高水位才能通航。明清时会通河置闸四十余座，过船
时递相启闭，堰水通流。所以历史上又称闸河。因为水源有限，重运北上和回空船
南归都有规定日限②，可是往往不能如期。例如济宁城南在城闸一带，“水势甚
溜，每过一船，需夫四五百名，一日过船，不过一二十只，至多三四十只，以致在
城闸下，粮船积聚至数百只或千余只。”③从南阳镇至沛县留城一段，北高南低，
水流易泄，所以船闸常闭，需待南边漕船积至一帮才启闸放行。民间往来客商船只
往往要坐待一月，让漕船过尽，然后启程④。 

南北大运河和天然河流交会处是漕运最难通过的关隘。会通河北端在临清板闸与
卫河交会，“闸河地亢，卫河地洼”。每年三四月时，闸卫二河的水都很浅，“高下陡
峻，势若建瓴”⑤。每次船闸一开，运河中水流往往一泻而尽，后来的漕船常因此而
搁浅。所隧有人说：“山东四十余闸，放船皆易，惟板闸放船独难。”⑥明万历以前会
通河南端在徐州茶城与黄河交会。黄河含沙量大，河床商于运河。每年涨水季节河
水就倒灌入运。茶城运口年年开浚，年年淤塞。时规定北上漕船一过，即行关闭运
口闸门禁行，待秋深黄河水退，方为启闸，放回空之船南下⑦。在这段时间内，会
通河就不能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元史》卷64《河渠志·坝河》。 
②(清)朱之锡：《河防疏略》卷18《兵船回空辏至疏》。 
③(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1，在城闸天井闸条。 
④(明)黄汴(隆庆年间)：《一统路程图经》卷5，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藏，

手秒本。 
⑤(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3《河防险要》。 



⑥(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5，板闸放船法条。 
⑦(清)靳辅：《治河方略》卷9，杂志11。 
 

    金元以后黄淮二水在今江苏清江市北交会。明代以后全河走徐邳夺淮入海，黄
河的洪水和泥沙给运河带来莫大的威胁。明清两代在这里为洽河治淮治运所花费的
工程费用不知其数。南北运口因黄淮的侵夺不断移位，运口闸门屡建屡坏。漕船要
通过黄、淮、运三水交会外的重重闸门是十分麻烦的事。明代从南岸清江浦北上的
漕船过闸一艘，非七八百人牵挽不可①。清时重运过闸，每艘常七八百人，甚至千
人，“鸣金合噪，穷日之力，出口不过二三十艘”②。嘉庆年间有人自北京南下已经到
了淮河南面的马头镇，因风紧流急，“舟人畏三南五闸之险”，停船七日，待水散落，
方过闸至清江浦镇③。可见当时载重的漕船要渡越这几处交会外也非易事。 
    淮河以南的江淮运河和长江以南的江南河水沙条件虽比黄河流域的运河要好得
多，可也并非是十分理想的航道。由于长江口、钱塘江口泥沙受海潮的顶托，运口
也常淤塞。扬州、镇江间的南北运口和杭州城南江南河的南口，在历史时期曾多次
变迁④。太湖流域中部是个沉降区，吴江城南方塔之颠与海宁长安坝水面相等⑤。
这一段运河无牵挽是无法通航的。 

综合上述，说明了我国历史上所开凿的南北大运河，由于自然条件的原因，并不
是十分理想的航道。历代统治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时疏浚修筑，都是为了保证
封建王朝每年所需要数百万石漕粮的供应。其实这种漕运是对社会财富的极大浪
费。清人包世臣指出：“夫南粮三四百万石，连樯五千余艘，载黄达卫，以行一线运
河之间，层层倒闸，节节挽牵，合计修堤防，设官吏，造船只，廪丁舵，每漕一石
抵都，常二三倍于东南之市价。”⑥至于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8《查复旧规疏》。 
②(清)靳辅：《治河方略》卷2，南运口。 

    ③(清)吴锡祺：《南归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五帙。按三坝指御黄、
钳口等坝，五闸指福兴、通济、惠济等闸，均在清江浦、马头镇之间淮南运河北运
口段，嘉道年间屡有变化。 

④《读史方舆纪要》卷23，扬州府；卷25，镇江府；光绪《杭州府志》卷53《水
利》。 

⑤(清)谈迁：《北游录·纪程》。 
⑥《庚长杂著四》，见《中衢一勺》卷3。 
 

展商业贸易活动的民间商船要利用南北大运河，则如上述由于社会、自然等因素，
受到很大的限制。明人徐陟曾公开宣称：“至于运河，乃专为粮运而设，驿递官船
亦是借行，况私船装载客货者，可横行其间而无忌乎?”①可见除了押漕官吏挟带私货
进行贩运，或有政治背景的“官商”用重金贿赂闸官私自放行，一般客商往来贩运，甚
是不便。因而不能过分夸大历史时期运河在社会商品流通方面所起的作用．因为这
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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