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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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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建设和管理的经验逐步积累和充实，明清间较大的单项农田水利工程多有自己的专志。下面举出几

本有代表性的著作，可见这类著作的特点。 

  《灌江备考》是有关都江堰的一部资料汇编，是乾隆年间灌县二王庙道士王来通刊刻。现存本除乾隆八

年(1743年)王来通所作序和目录外，计收录碑刻诗文30篇。其中《天时地利堰务说》、《六字碑》、《复造

水则》、《石标对铁椿》、《拟做鱼嘴法》、《做鱼嘴活套法》等篇，初见于此书。此后王来通又编辑《灌

江定考》，也是一部有关都江堰的资料书。 

  《泾渠志》是引泾灌区的专史。河北定兴人王太岳著。书前有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作者自序。全书共

分序、图、泾水考、泾渠志、总论、后序等六个部分，后三部分为本书重点。在泾渠志部分，作者将灌区从

秦代以来的兴修记录，按时间顺序排列，对有关史实进行考证。在总论部分，作者叙述了历代引泾灌区的渠

道经行及灌区范围的变化，以及乾隆初年灌区拒泾引水灌溉的实质性改变。作者还就泾渠的历史作用、历代

灌溉面积的记载作了分析。此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河南固始人蒋湘南修《泾阳县志》，书末附《后泾

渠志》3卷，1935年高士蔼综合前人著作，结合实地考查，著《泾渠志稿》，1935年由李仪祉作序刊行。 

  《通济堰志》是浙江丽水县通济堰的专书。通济堰相传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年)，经历代维

修，至4灌田20余万亩。清代同治年间，王庭芝等人编校了宋、元、明、清以来有关通济堰修筑和管理的文

献，包括序、记、碑文及管理条例、牌示等，是研究该堰历史的文献汇编。 

  桑园围是广东南海的大型堤围，围中有田地一千八百余顷。相传始建于北宋末年。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创修《桑园围志》，是该围第一部专志。道光年间明之纲重辑《重修桑园围总志》14卷。光绪年间冯拭宗

又有《重辑桑园围志》1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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