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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没有当过山东巡抚，可
是他对于山东黄河的治理却贡献
不小。济南人在大明湖畔为他立
了生祠——李公祠。为什么呢？

原来，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
3 月 25 日，清朝廷特派大学士李鸿
章来山东济南，会同河道总督任道
镕、刚刚被革职仍行使山东巡抚权
利的张汝梅一同查勘黄河，比利时
工程师卢法尔也随同李鸿章一起
沿黄河查勘。经过十几天的现场
查勘后，76 岁的李鸿章拿出了勘查
报告。他在报告中上奏朝廷说，山
东黄河改道以来，初因河槽深通，
又当军务顿兴，未遑修治。同治十
一年（1872 年）以后，渐有溃溢，始
筑上游南堤。光绪八年（1882 年）
以后，溃溢屡见，遂普筑两岸大堤，
尺寸初不高宽，乃民间先就河涯筑
有小埝，随湾就曲，紧逼黄流大堤，
成后劝民照旧守埝，后又有改归官
守之处，于是堤久失修，有残缺而
不可守者。守埝之民有因河滩淤
高渐将埝身加高，每遇汛涨埝决，
水遂建瓴而下，堤亦因而随决，此
历来失事之根也。综计全河之险，
中游以下极多，计南岸近省百里近
埝之险有二十三处。北岸自长清
官庄至利津以下盐窝止，四百六十
八里之间有险五十四处，二十年来
已决三十一次。

李鸿章表示李鸿章表示，，黄河自改入山东黄河自改入山东
省省，，修防诸务本属创办修防诸务本属创办，，间有工作间有工作

皆因经费支绌，未按治河成法。惟
有汉臣贾让“徙当水冲之民，让地
与水”，实为上策。其次，则惟有展
宽河身。光绪九年（1883 年），前抚
臣陈士杰建筑中下游两岸大堤，南
岸自长清达于浦台，计四百余里，
北岸自东阿达于利津，计六百余
里，逐细测量，两堤相距有五六里
至八九里不等，应即就此两堤加高
培厚培厚，，永为修守永为修守，，似不失为中策似不失为中策。。
惟查两岸之中惟查两岸之中，，先有弃堤守埝之先有弃堤守埝之
处处，，如南岸泺口上下守埝者一百一如南岸泺口上下守埝者一百一
十里内十里内，，除上段近省六十里为商贾除上段近省六十里为商贾

辐辏之区，近来要险稍平，暂缓推
展，其下段四十余里，要险极多，十
余年来已决口九次，耗费不堪。拟
将此埝外二十余村妥为迁去，弃埝
守堤，庶离水较远，防守易用，此南
岸酌拟迁民废埝办法也。至北岸
守埝之工，计长清至利津有四百六
十里之长，埝外堤内有数百村庄之
多，此埝逼近湍流，河面太狭，无处无处
不湾不湾，，无湾不险无湾不险，，断无久守不败之断无久守不败之
理理。。

李鸿章在奏章中提出了十条李鸿章在奏章中提出了十条
““大治办法大治办法””::一是大培两岸堤身以一是大培两岸堤身以

资修守；二是下口尾闾应规复铁门
关故道，以直达归海；三是建立减
水大坝；四是添置机器浚船；五是
设迁民局；六是两岸堤成，应设厅
汛武职官缺；七是设立堡夫；八是
堤内外地亩给价除粮，归官管理；
九是南北两堤设德律风（电话）传
语，并于险工段内酌设小铁路，以
便取土运料；十是两岸清水各工，
俟治黄粗毕，量加疏筑，以竟全
功。总共需银 930 万两。此外 ,他
还附上了比利时水利工程师卢法
尔一同勘察黄河的调查报告和施
工方案。

因山东河患日深，大治尚需时
日，于是李鸿章提出了一个救急治
标办法：请自光绪二十五年起，于
原定岁修 65 万两之外，再添修费
40 万两，并请照支 3 年；择要加修
两岸堤埝，按去年水痕加高 3—4
尺，帮宽 1—3 丈；顶冲硬弯之处，
对岸滩咀挺出，相度情况挖引河抽
溜沟；海口挑挖铁门关旧道，深挖
引河坚筑两堤，以束水攻沙。

李鸿章的这些建议，得到了清
朝廷批准，并于光绪二十五年 4 月
23 日，由户部拨银 300 万两，所奏
治标、治本办法大修黄河。到光绪
三十一年三十一年（（19051905））重复堤工等告竣重复堤工等告竣，，
使黄河水患使黄河水患得到治理，两岸百姓得
以安居。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光绪
帝批准山东当地官员的奏请，敕令
在济南为李鸿章修建生祠。

晚清名臣如何治理黄河山东段晚清名臣如何治理黄河山东段？？
□□ 刘永加刘永加

近来近来，，我国南方普降特大暴雨我国南方普降特大暴雨，，

造成严重洪涝灾害造成严重洪涝灾害，，抗洪形势严峻抗洪形势严峻，，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在 晚 清 时 期在 晚 清 时 期 ，，黄 河 每 逢 汛 期 常黄 河 每 逢 汛 期 常

常造成决口泛滥成灾常造成决口泛滥成灾，，严重危害人严重危害人

民生民财产安全民生民财产安全，，治黄河与抗洪堵治黄河与抗洪堵

口的任务就格外繁重口的任务就格外繁重。。尤其是黄河尤其是黄河

下游山东段下游山东段，，因为泥沙淤积严重因为泥沙淤积严重，，汛汛

期决口更是频繁期决口更是频繁，，给山东人民带来给山东人民带来

了深重灾难了深重灾难，，同时影响了运河及下同时影响了运河及下

游支流的航运游支流的航运，，所以每一任的山东所以每一任的山东

巡抚都负有治理黄河的重大责任巡抚都负有治理黄河的重大责任。。

丁宝桢筑长堤堵黄河决口丁宝桢筑长堤堵黄河决口丁宝桢筑长堤堵黄河决口

清同治二年（1863 年），晚清名臣
丁宝桢（1820—1886）来到山东任按
察使，从此开启了他在山东任职旅
程。第二年丁宝桢升任山东布政
使，同治五年（1866 年）丁宝桢又当
上了山东巡抚。他在山东期间以勇
于任事、吏治严整、励精图治、为政
清 廉 闻 名 于 世 ，赢 得 了 百 姓 的 爱
戴。尤其是他先后两次主动请缨，
带队去堵黄河决口，留下了赫赫英
名。

同治十年（1871 年），黄河在山东
郓城侯家林决口，交通阻塞，多数州
县被淹。负责治河的官员建议第二
年再动工堵筑，而丁宝桢根据黄河
的实际，决定在黄河水干涸时就动
工，且亲自请缨到场督修。第二年 2
月，没用两月的时间就竣工了，不仅
堵口效果好，而且节省了不少治河
开支。

同治十二年（1873 年）秋，黄河在
山东东明的岳新庄、石庄户民埝决
口，河水夺溜南趋，山东、江苏、安徽
数百里为灾，运河交通同时废弃。
决口的下游滔滔黄水所到之处墙倒
屋塌，有的全家爬上屋顶避难，有的
顺水漂流沉没，有的爬上树枝避水，
种种惨状目不忍睹。然而清朝政府
上下治水之议莫衷一是，任由灾害
发展。作为山东巡抚的丁宝桢毫不

犹豫，毅然奏请亲往督堵岳新庄的
决口。丁宝桢每日到工地上巡查，
深知抓好物料的调度是堵口成功的
关键。于是，他千方百计筹集资金，
及时发放物料款，物料筹集速度加
快。

当时堵口的方法，是先以大船装
满石头，固定在埽上面，挡住激流冲
击；再用粗麻袋结成网，网洞约 5 寸
左右，上面铺一层高粱秸，再加上一
层土使高粱秸下沉水中，层层下沉
直到水底把水流截住。当决口处完
全堵塞，这时挑土工扛料工一拥而
上，把决口处用土填平堵住。在丁
宝桢的带领下，这处决口终于合龙
成功。

为了根除水患，同年 11 月，丁宝
桢又奏请堵复了东明石庄户口门，
终于黄河水归原河道。光绪元年
（1875 年），为了长治久安，丁宝桢奏
请朝廷亲自督促地方官员，由石庄
户下十余里到贾庄，监筑长堤。先
由贾庄龙门口向下修至东平十里
堡，后由贾庄向上修至东明谢家庄，
这就是著名的障东堤。

大堤筑成后，当地立碑纪念，丁
宝桢更亲自书写了碑文——

“光绪纪元，岁在乙亥，余既南塞
菏泽贾旺，复躬督官绅员弁监筑长
堤，幛横流而顺下，以顾运道，卫民
田，军民欢跃赴功。坚冰初泮，手足
皲坼，骄阳如炙，面目焦黧，虽疾风
甚雨，踔厉不少休，五阅月而堤成。
起东明谢家庄，迄东平十里堡，蜿蜒
二百五十余里，高十四尺，身厚百
尺，顶宽三十尺，计堤一里用土方若
干，正杂物料若干。因民力而计里
授食，调兵通以助不足，在工监督府
丞、州县佐二等，凡七十二员，武职
称是。工惟其坚，用惟其省。工用
物料有稽，凡费帑银五十四万余两。

事之成也，在工人士请纪诸石。
余惟同治癸酉河决直隶东明，历伏经
秋，全河夺溜南趋，弥漫数百里，山
东、江南毗连数十州县，民人荡折，运
河两岸胥被冲刷，溃改几不可收拾。
今幸藉民力，独告厥成功，而南堤得
以兴筑，庶民安其居，运道永固，因名
之曰障东，而记其大略如此。

冬十月朔日，山东巡抚丁宝桢撰
并书。”

在《济宁山水志》中对此也有记
载：光绪元年（1875 年）山东巡抚丁宝
桢始修南岸大堤，上起东明谢家庄，
迄东平十里铺（堡），堤长“二百五十
余里。堤高十四尺，身厚百尺，顶宽
三十尺”。3 月动工，五月堤成，凡费
帑银 54万两。名之曰“障东堤”。

丁宝桢在山东任上，除了治黄兴
利外，还在济南金线泉一侧创办尚
志书院，以培养人才；并修建海防炮
台，以加强国防建设；又创办近代首
家官办企业，山东机器制造局等。

光绪二年 8 月，丁宝桢调任四川
总督，仍然政绩显赫。光绪十一年
（公元 1885 年）病故。赠太子少保，
谥号“文诚”。

噩耗传来，山东父老悲恸万分，
请求朝廷将丁宝桢的灵柩运往济南
历城九华山安葬。灵柩运至济南
时 ，当 地 士 绅 百 姓 争 相“ 郊 野 祭
吊”。前山东巡抚阎敬铭亲自为其
撰写墓志铭撰写墓志铭，，并在趵突泉畔建并在趵突泉畔建““丁公丁公
祠祠””以纪念以纪念。。

光绪十二年（公元 1886 年）,戎
马半生的张曜（1832—1891）因抵御
捻军和太平天国有功，由河南布政
使调任山东巡抚。当时，山东黄河
水患日深，百姓几乎年年受灾，苦
不堪言。治理黄河就成了张曜的
头等大事。他率先垂范，主要精力
都用在带领部属奋战于治理黄河
和抗洪堵口的第一线。

张曜行伍出身，对水利不懂，
他就遍寻山东的水利专家和老百
姓中的水利能人，哪怕是山野村
夫，凡是对治河有益的意见，他都
是前往讨教，虚心倾听。清末著名
作家、《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也被
他青睐当参谋，帮助他治理黄河，
给他出了不少好主意，他们因此成
了好朋友。刘鹗把张曜治理黄河
的事迹写进了书里。据载，张曜幕
府中幕僚多达 200 余人，几乎集中
了 方 方 面 面 学 有 专 长 的 能 人 奇
才。所以，他的治河策略辈出，效
果明显。

张曜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对山
东黄河有了深刻的了解。根据山
东河道窄的特点，他认为两岸大堤
不够坚固、水很容易漫决为患，除
要加强两岸堤防外，需有分水的设
施。于是，他提出了“分”与“疏”的
治河主张，并派人在齐河赵庄、刘
家庙和东阿陶城铺各建减水闸坝
一座，以防异涨。

张曜常说：“治河如治病，泛滥
冲决，此河之病也，淤滩沙嘴，横亘
河流，此又致病之由也。”所以他注
重对黄河中的淤泥的开挖，一边组
织人力修筑、加固黄河堤坝，一边
清除河床泥沙。他派人用平头圆
船 50 只，每船 16 人，各带挖沙工
具，将河中的淤滩沙嘴随时挑挖。
为了提高清淤效率，他还引进国外
挖泥船，大大加快了清淤进度。鉴
于当时黄河从牡蛎口入海不够通
顺，张曜又因势利导，改由韩家墩
入海，使河口通畅无阻。

小清河是一条源于济南泉群，
并独自入海的山东内陆河，由于黄
河多次决口泛滥，山洪冲淤，小清

河屡遭淤塞，一度危及小清河航
运。小清河上的运盐船源源不断
地把海盐运到济南，然后再分散到
全省各地及邻近省份销售。鉴于
小清河的航运重要性，张曜决心治
理小清河。由于他把大部分精力
放在治理黄河上，治理小清河的任
务就派给了登莱青道主持。为了
保障小清河航运顺畅，张曜在山东
财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 ,依旧拿出
70 万两白银作为治理经费。在张
曜的督导下，盛宣怀采取劝捐筹
款，以工代赈、分期分段的方法，征
调民工数十万人，历时 3年，通过疏
浚、展宽、筑堤、裁弯对上游历城、
章丘、齐东三县河道进行整治，下

游开浚正河，改由羊角沟入海。这
使小清河基本定型，成为今天山东
省内唯一河海通航、水陆联运的
河。

张曜在济南修筑黄河大堤时，
将泺口一带大堤改筑成石坝。这
不仅加强了防洪安全，同时也改善
了码头和航运条件。

为了保护两岸水土，张曜和下
属还沿着黄河大坝种植柳树，一直
延伸到济南市区。柳树生长速度
快 ，很 快 就 扎 稳 树 根 ，巩 固 了 水
土。而且柳树身姿优美，成为济南
一道风景，百姓亲切称之为“张公
柳”。

晚 清 时 ，国 家 多 事 ，财 政 困
窘 ，赈 灾 物 资 常 常 无 法 及 时 送
达。张曜一边努力劝赈，一边拿
出俸禄赈济灾民。他还动员部属
拿出薪金，援助灾民渡过难关，此
举赢得了百姓的好评。每逢黄河
决口，他都亲临现场，一年中呆在
黄河上约有 300 天。光绪十七年
（1899）7 月，张曜正在河上监工，
抢护史家坞、王阳家等初险情时，
忽然“疽发于背”，随即返回济南
就 医 ，未 几 日 医 治 无 效 去 世 ，谥

“勤果”。病危之际，张曜仍致书
李鸿章，指出山东为北洋门户，应
速添炮台，以防不测。

为了纪念张曜的功勋，朝廷批
准在大明湖畔建“张公祠”。

李鸿章与十条李鸿章与十条李鸿章与十条“““大治办法大治办法大治办法”””

中国水利枢纽中国水利枢纽。。

夏季暴雨后夏季暴雨后。。

张曜提出张曜提出张曜提出“““分分分”“”“”“疏疏疏”””治河主张治河主张治河主张

黄河第一湾黄河第一湾。。本版图片由本报资料室提供本版图片由本报资料室提供

洪峰洪峰。。

黄河壶口瀑布黄河壶口瀑布。。

夕阳下的渔船夕阳下的渔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