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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 时 期 ，拥 有 江 南 的 东 吴
国 君 孙 权 ，虽 局 限 于 江 南 ，也 积
极 兴 修 运 河 ，富 国 强 兵 ，以 北 图
中 原 ，夺 取 全 中 国 ，在 其 北 部 和
东南部开出的新运河，使我国东
部有了一条贯穿南北的水上运输
河道。

破岗渎是孙权在赤乌八年（公
元 245 年）开凿的。它连接长江、
钱塘江两大水系，是长江以南开凿
的第一条纵向人工河，它在大运河
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从工
程开凿水平、航道设施完善程度和
运载能力，在当时都是独步中外
的。

史书上对这条运河有较详细的
记载。据《三国志·吴志·孙权传》
载：“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
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
小其至云阳西城，由香草河上通句
容方山，下通会市，作邸阁。”《建康
实录》也有记载：“赤乌八年，使校
尉陈勋作屯田，发兵三万，凿句容
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
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
作邸阁。”

这条近千里的破岗渎，是从建
康（今南京）起始，过句容 25里处的
中道，经过云阳（今丹阳）往东南，
再经常州、无锡，然后过当年作为
吴国首都的苏州，南下吴江、嘉兴

等地、到达浙江钱塘畔的杭州，越
过钱塘江直抵当时越国的首部会
稽（今绍兴）。

东吴在建设破岗渎时，筑造了
著名的方山（今茅山）等大型水门
或船闸式的堤坝共 14 座，它们可以
随时调节河道水位，保证商船和战
舰在丘陵区的通行无阻。从而使
这条人工河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和战略价值。据说这些大型堤坝
能够通过运粮几百石或载几百人
的大船反映当时我国水利工程和
造船业的发展水平。

这条人工河所经过的地区是
当 时 重 要 的 农 业 和 工 商 业 的 中
心。由这条河从长江到钱塘江、
可 以 直 接 南 下 ，避 免 长 江 激 流、
风浪之险，缩短近四分之一的航
程。该人工河历史上一直是江南
的水上交通要道，南北朝时期的
宋、齐、梁、陈一直靠它通航。那
时 齐、梁 二 王 朝 的 皇 陵 在 丹 阳 ，
王公、后妃每年要多次从建康去
丹阳祭奠或谒陵，全靠这条河前
往，更增添航运的繁忙和通达。

后来，隋炀帝在开凿大运河时，
就依照这几条古运河，或是在原址
继续开挖，或是沿此线路走向开
挖，从形成了隋朝大运河。所以
说，三沟一渎是隋朝大运河的雏
形，应是恰如其分的。

三沟一渎：隋代大运河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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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世 闻 名 的 京 杭 大 运 河 是 世 界 文
化遗产，它开凿于隋代，经过后代的完
善，尤其是元、明代的改道山东，才形成
了今天的模样。其实，我国开挖运河的
历史十分悠久，早在 2000 多年前的春秋
时期，我国的就开挖了第一条人工运河
邗沟，比隋运河早了 1000 多年，再加上
战国时开挖的鸿沟，三国时开挖的白沟
和破岗渎，这三沟一渎形成了隋代大运
河的雏形。

从公元前的 770 年的东周与春秋 、
战国开始，经过秦的统一时期，以及纷
乱的三国时代的 1000 多年的时间里，是
大运河初创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黄河
中下游依是全国政治中心所在，是当时
经济最发达、人口最众多的地区。被称
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各国首都，
大部分坐落在黄河流域中下游，而不在
这个地区的强国、霸主，莫不虎视眈眈
地窥视中原。这时“问鼎中原”“分庭抗
礼”的战争此起彼伏。由于争霸战争的
需要，开凿运河成为进军中原的重要手
段。因此，早期的大运河往往是出于政
治、军事的需要而动工兴建的，于是就
有了自南而北或自北而南开凿的各段
运河。

春 秋 后 期 ，正 是
公 元 前 五 世 纪 后 半
叶，具有雄才大略的
吴主夫差为了攻打黄
河下游强大的齐国，
为 进 军 中 原 创 造 条
件，他开凿了一条从
江都（今扬州）到末口
（今淮安）的人工运河
——邗沟。第一次把
我国东都两条重要的
水系——长江、淮河
沟通，这是我国第一
条南北运河，是大运
河的起源，距今已有
2400多年历史。

为什么古代的军
事行动要开河？沈括
在《梦 溪 笔 谈》中 分
析：“凡师行，因粮于
敌，最为急务……余
尝计之，人负未六斗，
卒自携五日干粮，人
饷一卒，一去可十八
日，若计回复，只可进
九日。……二人饷一
卒，一去可三十一日，
若计回复，可过十六
日 ，三 人 饷 一 卒 极
矣。若兴师十万，辎
三之一，只得驻战之
卒七万人，已用三十
万人粮，此外难复加矣。”沈
括的意思是，出兵打仗，必须
粮草先行，作者算了一笔账。
陆上运粮供应士兵，要动员三
倍于士兵的人力，并且民夫自
身还要吃粮，用工浩大，得不偿
失，于打仗很不利。如采取水
运就大不相同。那时一条船可
运粮三五百石，一只船只要三
五个船夫，有利于大部队较长
时间的战斗，夺取故斗的胜利。

吴国处于东南方的太湖
流域，建都于姑苏（今苏州），
堪称一霸，武功极盛。夫差的
父王阖庐曾西伐“春秋五霸”
之一的楚国，一直打到汉水，
占领楚国首都郢都。夫差承
父王之威，打败越国，接受越
王勾践的投降。在这种大好
的形势下，夫差会诸侯于淮北
重 镇 黄 池（今 河 南 封 丘 附
近），被各国尊为霸主。据
《史 记 . 吴 太 伯 世 家》载 ：
“……主夫差十四年，北会诸
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但
是夫差认为要称霸全国，必须
先打败齐国，然后西取中原。
当时吴国版图已越过长江达
到了淮河。淮河与泗水相通，
可直达齐国，以图霸业。郦道
元在《水经注》上说，开邗沟
是“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

西晋的军事家、地理学家
杜预也说：“于邗江筑城
穿沟，东北通射阻湖，西
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
也”。

在邗沟未开凿之前，
如果走水运，必须走长
江，从扬州入黄海，才能
转到淮河。海上风大浪
急，危险性很大。显然，
夫差开凿邗沟是具有远
见卓识的，而且他是选择
了 条 件 最 好 的 地 段 开
凿。那时长江水位高于
淮河，重载船过长江到淮
河是顺水北上。西晋的
杜预也指出：“其水（指邗
沟）乃自南而北，非自北
而南也。”《扬州水道记》
载：“唐宋以前，扬州地势
南高北低。”不仅地势好，
水源也十分丰裕，一路上
几乎是湖连着湖，不必另
外从远处引来水源。

有了这些有利条件，
所以夫差下定决心要开
凿邗沟，这项工程主要采
用打坝蓄水，充分利用天
然河道加以疏浚成深水
道。工程进展快，用工
少，成效大。这是一条高
水平的等高线高水位的

人 工 航 道 ，能 通 行 重 载 大
船。这条纵向水道很重要，
以后两汉、隋、唐北宋，从江
南开展漕运，全由这里输往
京师。 2400 多年前的水利工
程专家们能够设计建造等高
线、高水位的航道，其开凿河
道的科技水平，非同一般。

邗沟开通后，不需要再绕
道海上航行，吴王夫差亲自率
领他强大的水兵径直北上，过
淮河，入泗水，伐齐之战，取得
节节胜利，整个中原为之震
动。如果不是越王勾践从吴国
背后乘虚而入，迫使他紧急回
师，吴王打败齐国，赢得霸主地
位，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

后来，隋朝大业年间开凿
大运河时，隋炀帝“发淮南民
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
江”。这是在原有基础上一次
大规模的整修扩大，逐步形成
了后代运河的规模。这次工
程最大，分四段进行。公元
605 年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
通到淮河边的山阳（今江苏淮
安）。同年疏通邗沟旧道，南
起江都，北至山阳。公元 608
年从通济渠向北延伸。因此，
这条长 150 多里、纵贯于长
江、淮河间的邗沟，对于后世
的大运河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战国时期，由晋国分出来的
韩、赵、魏三国，魏国首先富强起来。
魏国正处在黄、淮二大水系间的平原
地带。魏国一方面希望北占领中原，
一方面又想南下江、淮。早先魏文侯
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促进了社
会改革发展。到魏惠王接位后，为了
发展经济和向外扩张。他作为一位
很有为的君王，开凿连接黄、淮二大
水系的人工河。这条人工运河从现
在的河南省荥阳市，开渠北引黄河之
水，东经郑州、开封等地，折向南面的
淮阳，再利用颍水连通淮河。魏惠王
为这条卓有成效的第二条古运河，亲
自题名为“鸿沟”。鸿沟，即鸿大的沟

渠之意。
魏惠王开凿鸿沟时，不但利用辖

区济、汝、淮、泗等河流水源，在本国的
土地开凿河道，还在其他国家开凿过
境的河道，由于魏国强大，加上对这些
小国有好处，周边小国也支持魏惠王
开河。如此一来，魏国与各国都拥有
一段南下淮河北上黄河的河道。鸿沟
开通后，魏惠王通过这条人工河，加强
了对周边国的控制。

据《史记 . 河渠志》载：“自是之
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过
宋、郑、蔡、曹、卫，与济、汝、淮、泗
会。”《汉书》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这
条纵向的人工河还连接了濮、汴、颍、

涡、菏等河道，在黄淮平原上形成一
个完善的水上交通网。这条运河除
了发挥水上交通作用外，还可以灌溉
大片农田，促进这些地区的繁荣，形
成了重要的农业区、手工业区和繁华
的商业区，并将黄河流域经济技术科
学文化输送到两淮和南方地区。司
马迁在《史记·河渠志》中以少有的赞
赏口吻描绘它的作用，“此渠皆可舟，
有余则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
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
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这条人工河堤从公元前 360 年开
凿，直到秦汉时期的近 600 年时间里，
始终是中原地区、黄淮平原上最主要

的水上交通干线。
鸿沟的出名，还与公元前三世纪

楚汉相争有关。项羽与刘邦多年转
战在荥阳和成皋之间。他们在这个
地区各占领的地盘呈犬牙交错状，常
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行使政
权。恰好这条鸿沟由南而北，他们达
成了以这条河为分界线的协议，河的东
岸属于项羽，河的西岸属于刘邦。以致
后来人们对许多界限分明，壁垒很深的
两方，叫它为“划若鸿沟”。后来比喻
两个积怨很深的人，到了水火不相容的
地步，就说他们中间存在一条鸿沟。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时，所开凿的
通济渠就是在鸿沟的基础上兴建的。
通济渠自河南荥阳的板渚出黄河，经
鸿沟、蒗荡渠、睢水沟通了江苏盱眙境
内的淮河，全长 650公里，共流经 3省 6
市，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
伟大工程。

邗沟、鸿沟建起后。经过六百年
左右时间，到公元三世纪初叶东汉末
年的魏、蜀、吴三国纷争时期，运河又
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盘踞在黄河
中下游的魏王曹操，主持建设了一系
列的运河，尤其是开凿了白沟，沟通了
黄河以北的海河水系。

之所以要开凿白沟，主要是曹操
想攻打袁尚重兵把守的邺城。白沟通
洹水，洹水有支流通邺城，但需要遏止
淇水。这是一条直接服务于攻邺之役
的粮饷运路。通畅的水路运输，才能
高效率地保证攻邺前线的粮饷供应。
据《魏志·武帝纪》载：建安九年（公元
204）“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
通粮道”。

白沟本是河南黄河北岸浚县西部
的一条小河，有水期很短。曹操鉴于
进攻运送粮草的需要，开凿新渠道把
北方的淇水调入白沟。这项工程很复
杂，是历史上一项较出名的水利工
程。淇水原来由北往南流入黄河，迫
使它由西南流入白沟。这项工程分三
个部分：

一是即在淇水与黄河连接处，用
粗大的枋木建起一个巨型的木堰。人
们称这个木堰叫“枋堰”，阻挡淇水南
入黄河。然后在接近淇水源头的地方
开一条河道，强迫淇水变向往东北流，
中间会合宛水后，一起注入白沟。

遏淇水之枋堰在今枋城西南约 2.5
公里的处。曹操所开之渠渠口在今西
枋城西北，所开之渠过枋城北向东至
遮害亭（淇水口东 15 里）东入白沟（或
谓宿胥故渎、清水渎）。这一段为曹操
新开之渠。其下依托白沟加以疏浚，
《水经·淇水注》谓“魏武开白沟，因宿
胥故渎而加其功也”，在浚县境内，与

今卫河大致仿佛。
二是在元甫城（今河南省淇县北）

西北，在淇水会合宛水的地方修筑一
处石堰，挡住水，使淇水在枯水期不致
倒流入宛水，而影响白沟的通航水位。

三是在宛水与禹河故道相接的宿
胥口（河 南 省 滑 县 西 南）再建一处石
堰，防止淇水南出宿胥口，通过宛水又
流进黄河，这样就能保证白沟从淇水
和宛水获得丰富的水量，使这条新开
的人工河可以全年通航。

白沟，这项开新河又改变自然河
流流向的设计、施工方案，是在 1700多
年前完成的，可以说当时开河的专家
们，已经能够依据人工河和自然河流
的地形地貌进行全盘的设计规划，解
决施工中开河高程水平、流向、水源引
用等复杂的技术问题。从施工中兴建
一个木堰、两个石堰的情况可以看
出，那时的施工已经能够利用当地的
木、石、土等建筑材料，因地制宜地
进行挖沟，显示我国古代水利建设工
程不平凡的科技水平和建设者的聪
明才智。

建安十一年（公元 206），曹操又开
平渠、泉州渠、新河，都是白沟水运航
路的延伸。建安十八年（公元 213）又
开利漕渠，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漕，
引漳处在斥章县（今曲周东南），注白
沟处在馆陶（今馆陶县西南）。此后邺
都水运可由漳水经利漕渠进入白沟，
向北可达河北平原北端，向南可由黄
河抵达江淮。邺都成为黄河下游大平
原上水运交通的枢纽。

白沟，在长达 400 年的历史时期
内，一直是河北地区的水上运输干道，
直到隋炀帝开凿沟通黄河与海河通道
的永济渠还启用了白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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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惠王开凿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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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开凿江南破岗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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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运河。

魏惠王。邺城周边地区略图。

鸿沟遗址。 春秋邗沟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