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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禹
導
河
自
積
石
歷
龍
門
至
於
華
陰
始
入
河
南
地
水

經

曰

河

南

至

潼

渭

水

從

西

來

注

之

又

東

北

玉

澗

水

注

之

又

東

逕

閿

鄕

侯

河

東

與

全

鳩

澗

水

合

又

東

合

栢

谷

水

又

東

合

水

門

又

東

過

陜

縣

北

又

東

逕

大

陽

縣

故

城

南

又

東

沙

澗

水

注

之

又

東

過

底

柱

間

而

河

之

右

則

崤

水

注

之

又

東

過

平

陰

縣

北

湛

水

從

北

來

注

之

又

東

逕

河

陽

縣

故

城

南

又

逕

臨

平

亭

北

又

東

逕

洛

陽

縣

北

又

東

過

鞏

縣

北

洛

水

從

縣

西

北

流

注

之

又

東

過

成

臯

縣

北

濟

水

從

北

來

注

之

又

東

逕

旋

門

坂

北

南

對

玉

門

又

東

合

汜

水

又

東

過

榮

陽

縣

莨

蕩

渠

出

焉

又

東

逕

卷

之

扈

亭

北

又

東

北

過

武

德

縣

東

沁

水

從

之

又

東

至

酸

棗

又

逕

南

燕

縣

故

城

北

則

有

濟

水

自

北

來

注

之

又

東

淇

水

入

焉

又

東

逕

遮

害

亭

過

黎

陽

至

長

津

逹

大

陸

會

九

河

而

後

入

海

此

大

禹

所

治

之

跡

也

○

按

玉

澗

水

全

鳩

澗

水

在

今

閿

鄕

栢

谷

水

在

弘

農

門

水

在

靈

寳

大

陽

沙

澗

水

底

柱

山

俱

在

陜

州

湛

水

在

河

陰

崤

水

在

永

寧

旋

門

坂

玉

門

俱

在

汜

水

莨

蕩

渠

卽

汴

河

在

祥

符

縣

治

南

扈

亭

在

榮

陽

縣

西

北

遮

害

亭

在

淇

水

口

稍

東

黎

陽

黎

侯

之

國

詩

式

微

黎

侯

寓

於

衛

是

也

周
定
王
五
年
河
徙
砱
礫
此

黄

河

遷

徙

之

始

自

是

禹

之

故

道

浸

失

矣

漢
文
帝
十
有
二
年
冬
十
有
二
月
河
决
酸
棗
東
潰
金
隄

是

嵗

東

郡

大

興

卒

塞

之

成
帝
建
始
四
年
夏
四
月
河
决
東
郡
金
隄
先

是

淸

河

都

尉

馮

逡

奏

言

郡

承

河

下

流

土

壞

輕

脆

易

傷

頃

所

以

濶

無

大

害

者

以

屯

氏

河

通

兩

川

分

流

也

今

屯

氏

河

塞

靈

鳴

犢

口

又

益

不

利

獨

一

川

兼

受

河

之

任

高

增

隄

防

終

不

能

泄

如

有

霖

雨

旬

日

不

霽

必

盈

溢

靈

鳴

犢

口

在

淸

河

東

界

所

在

處

下

令

通

利

猶

不

能

爲

魏

郡

淸

河

減

損

水

害

禹

非

不

愛

民

力

以

地

形

有

勢

故

穿

九

河

今

旣

㓕

難

明

屯

氏

河

絶

未

久

其

處

易

浚

又

其

口

所

居

高

淤

以

分

殺

水

力

道

里

便

宜

可

復

浚

以

助

大

河

泄

暴

水

備

非

常

不

豫

修

治

北

决

病

四

五

郡

南

决

病

十

餘

郡

然

後

憂

之

晚

矣

事

下

丞

相

御

史

以

爲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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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用

度

不

足

可

且

勿

浚

至

是

河

果

决

泛

濫

兖

豫

凡

□

四

郡

三

十

二

縣

水

居

地

十

五

萬

餘

頃

深

者

三

丈

壞

民

室

廬

且

四

萬

所

於

是

杜

欽

薦

王

延

世

爲

河

隄

使

者

延

世

以

竹

落

長

四

丈

大

九

圍

盛

以

小

石

兩

船

夾

載

而

下

之

三

十

六

□

河

隄

成

○

按

東

郡

衛

地

金

隄

河

隄

名

鴻
嘉
四
年
河
復
决
金
隄
弗
治
時

李

言

議

者

常

欲

索

河

之

故

跡

而

穿

之

今

因

其

自

决

可

勿

塞

以

觀

水

性

何

居

然

後

順

天

心

而

圖

之

故

止

弗

塞

民

甚

苦

之

綏
和
二
年
詔
求
能
浚
川
䟽
河
者
待

詔

賈

讓

上

言

治

河

有

上

中

下

策

古

者

立

國

居

民

疆

理

土

地

必

遣

川

澤

之

分

度

水

勢

所

不

及

大

川

無

防

小

水

得

入

陂

障

下

以

爲

汙

澤

使

秋

水

多

得

其

所

休

息

左

右

遊

波

寛

緩

而

不

迫

夫

土

之

有

川

猶

人

之

有

口

也

治

土

而

防

其

川

猶

止

兒

啼

而

塞

其

口

豈

不

遽

止

然

其

死

可

立

而

待

也

故

曰

善

爲

川

者

决

之

使

行

善

爲

民

者

宣

之

使

言

蓋

隄

防

之

作

近

起

戰

國

壅

防

百

川

各

以

自

利

齊

與

趙

魏

以

河

爲

境

趙

魏

瀕

山

齊

地

下

作

隄

去

河

二

十

五

里

河

水

東

抵

齊

隄

則

返

而

西

泛

趙

魏

趙

魏

亦

爲

隄

去

河

二

十

五

里

非

其

正

水

向

有

所

遊

蕩

時

至

而

去

則

塡

於

肥

美

民

耕

田

之

或

久

無

害

稍

築

宮

宅

遂

成

聚

落

大

水

時

至

漂

没

則

更

起

隄

防

以

自

救

稍

去

其

城

郭

排

水

澤

而

居

之

湛

溺

自

其

宜

也

今

隄

防

陿

者

去

水

百

歩

遠

者

里

於

故

大

隄

之

内

復

有

重

民

居

其

間

此

皆

前

世

所

排

也

河

從

河

内

黎

陽

至

魏

郡

昭

陽

東

西

互

有

石

隄

激

水

使

環

百

餘

里

間

河

再

西

而

東

迫

阨

如

此

不

得

安

息

今

行

上

策

徙

兾

州

之

民

當

水

衝

者

决

黎

陽

遮

害

亭

放

河

使

北

入

海

河

西

薄

太

山

東

薄

金

隄

勢

不

能

遠

泛

濫

期

月

自

定

難

者

將

曰

若

如

此

敗

壞

城

郭

田

廬

塜

墓

以

萬

百

姓

怨

恨

昔

大

禹

治

水

山

林

當

路

者

毁

之

故

龍

門

辟

伊

闕

折

底

柱

破

碣

石

墮

斷

天

地

之

性

此

乃

人

功

所

造

何

足

言

也

今

瀕

河

十

郡

治

隄

歲

費

且

萬

萬

及

其

大

所

殘

無

如

此

年

治

河

之

費

以

業

所

徙

之

民

遵

古

聖

之

法

定

山

川

之

位

使

神

人

各

處

其

所

而

不

相

奸

且

以

大

漢

方

制

萬

里

豈

其

與

水

爭

咫

尺

之

地

哉

此

功

一

立

河

定

民

安

千

載

無

患

故

謂

之

上

策

若

乃

多

穿

漕

渠

於

冀

州

地

使

民

得

以

漑

田

分

殺

水

怒

非

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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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法

然

亦

救

敝

術

也

可

從

淇

口

以

東

爲

石

隄

多

張

水

門

恐

議

者

疑

河

大

川

難

禁

制

滎

陽

漕

渠

足

以

小

之

其

水

門

但

用

土

木

令

作

石

隄

勢

必

完

安

冀

州

渠

首

當

仰

此

水

門

諸

渠

皆

徃

徃

股

引

取

之

旱

則

開

東

方

下

水

門

漑

冀

州

水

則

開

西

方

高

門

分

河

流

通

渠

則

塡

淤

加

肥

禾

麥

更

爲

秔

稻

轉

漕

舟

船

便

此

三

利

也

民

田

適

治

河

隄

亦

成

此

誠

富

國

安

民

興

利

除

害

可

支

百

歲

故

謂

之

中

策

若

乃

繕

完

故

隄

增

倍

薄

勞

費

無

巳

逢

其

害

此

最

下

策

也

新
莾
三
年
河
决
魏
郡
弗
治
先

是

莾

恐

河

决

爲

元

城

塜

墓

害

及

决

東

去

元

城

不

憂

水

故

遂

不

隄

塞

明
帝
永
平
十
有
三
年
夏
四
月
詔
修
汴
渠
隄
初

河

汴

决

壞

久

而

不

修

建

武

十

年

光

武

欲

修

之

浚

儀

令

樂

俊

上

言

民

新

被

兵

革

未

宜

興

役

乃

止

其

後

汴

渠

東

浸

日

月

彌

廣

兖

豫

百

姓

怨

嘆

會

有

薦

樂

浪

王

景

能

治

水

者

帝

問

水

形

便

景

陳

利

害

應

對

敏

㨗

帝

甚

善

之

乃

賜

山

海

渠

書

禹

貢

圖

及

以

錢

帛

卒

十

萬

詔

景

與

將

作

謁

者

王

吳

治

汴

渠

隄

自

滎

陽

東

至

千

乘

海

口

千

有

餘

里

景

乃

商

度

地

勢

山

開

澗

防

遏

衝

要

䟽

决

壅

積

十

里

立

一

水

門

令

更

相

注

無

復

潰

漏

之

患

明

年

渠

成

帝

親

廵

行

詔

濵

河

郡

國

置

河

隄

員

吏

如

西

京

舊

制

景

由

是

顯

名

王

吳

及

諸

從

事

者

皆

增

秩

一

等

順
帝
陽
嘉
二
年
詔
自
汴
河
口
以
東
緣
河
積
石
爲
堰
堰

成
刻
石
記
之
記

曰

惟

陽

嘉

三

年

二

月

丁

丑

使

河

隄

謁

者

王

誨

疏

逹

河

川

逋

荒

庶

土

云

大

河

衝

塞

侵

囓

金

隄

以

竹

籠

石

葺

葦

□

而

爲

遏

壞

隤

無

巳

功

消

億

萬

請

以

濵

河

郡

徒

疏

山

采

石

壘

爲

障

功

業

旣

就

徭

役

用

息

詔

書

許

誨

立

功

府

鄕

規

基

經

始

詔

□

加

命

遷

在

沂

州

乃

簡

□

軒

授

使

司

馬

登

令

纉

茂

前

緒

穪

遂

□

功

登

以

伊

洛

合

注

大

河

南

則

緣

山

東

過

大

伾

囘

流

北

岸

其

勢

欝

幪

濤

怒

湍

激

疾

一

有

决

溢

彌

原

漫

野

蟻

孔

之

變

害

起

不

測

蓋

自

姬

氏

之

所

常

慼

昔

崇

鯀

所

不

能

治

我

二

宗

之

所

劬

勞

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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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乃

䟦

渉

躬

親

經

之

營

之

□

率

百

姓

共

之

于

□

伐

石

三

谷

水

匠

致

治

立

激

岸

側

以

扞

鴻

波

慶

賜

說

以

勸

之

川

無

滯

越

水

上

通

演

役

未

踰

年

工

程

有

異

斯

乃

元

勲

之

嘉

謨

上

德

之

弘

表

也

昔

禹

修

九

道

書

錄

其

功

后

稷

躬

稼

詩

列

于

雅

夫

不

憚

勞

謙

之

勤

夙

興

厥

職

充

國

惠

民

弗

得

湮

没

而

不

章

焉

故

遂

刋

石

記

功

埀

示

于

後

隋
焬
帝
大
業
元
年
引
河
沁
入
泗
是

年

帝

將

廵

歷

淮

海

觀

省

風

俗

遂

命

尚

書

右

丞

皇

甫

議

丁

夫

百

萬

開

通

濟

渠

自

西

苑

引

榖

洛

水

逹

于

河

復

自

板

渚

引

河

與

沁

合

流

入

於

泗

唐
太
宗
貞
觀
十
一
年
秋
七
月
榖
洛
溢
時

大

雨

榖

洛

溢

入

洛

陽

宮

壞

宮

寺

民

居

溺

死

者

六

千

餘

人

□

水

所

毁

宮

少

加

修

繕

令

可

居

廢

明

德

宮

玄

圃

院

以

其

材

給

遭

水

者

令

百

官

上

封

事

極

言

朕

過

玄
宗
開
元
十
年
夏
五
月
伊
汝
水
溢

十
有
四
年
河
决
魏
州

二
十
有
九
年
秋
七
月
洛
水
溢

五
代
漢
乾
祐
三
年
夏
六
月
河
決
鄭
州
補

闕

盧

振

上

言

臣

伏

見

汴

河

隄

兩

岸

隄

堰

不

牢

每

年

潰

决

正

當

農

時

勞

民

役

衆

以

臣

愚

見

㳂

汴

水

訪

河

故

道

陂

澤

處

置

立

㪷

門

水

漲

溢

時

以

分

其

勢

卽

澇

無

漂

没

之

患

旱

則

獲

澆

漑

之

饒

庶

幾

編

甿

差

免

勞

役

周
太
祖
廣
順
二
年
十
有
二
月
河
决
鄭
州
時

周

主

以

决

河

爲

患

玉

請

自

行

視

遂

塞

之

世
宗
顯
德
四
年
疏
汴
水
入
五
丈
河
初

導

河

自

開

封

歷

陳

晋

其

廣

五

丈

故

名

又

白

溝

河

卽

武

后

載

初

元

年

引

汴

水

入

白

河

者

也

唐

末

湮

塞

至

世

宗

始

疏

以

通

齊

魯

之

舟

楫

矣

宋
太
祖
乾
德
三
年
秋
大
霖
雨
河
决
陽
武
及
孟
州
詔



ZhongYi

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九

州
兵
治
之

太
宗
太
平
興
國
二
年
秋
七
月
河
決
孟
州
之
温
縣
鄭
州

之
滎
澤
詔

沿

河

諸

州

丁

夫

塞

之

視

隄

岸

之

缺

亟

繕

治

之

民

被

水

災

者

悉

蠲

其

租

神
宗
熙
寧
四
年
冬
十
月
河
溢
衛
州

十
年
夏
五
月
河
決
滎
澤
詔
判
都
水
監
俞
允
徃
治
之
○

秋
七
月
復
溢
衛
州
自

王

供

埽

至

汲

縣

懷

州

等

處

北

流

斷

絶

水

道

南

徙

東

滙

于

梁

山

張

澤

濼

分

爲

二

派

一

合

南

淸

河

入

于

淮

一

合

北

清

河

入

海

○

按

大

學

士

丘

大

學

衍

義

補

曰

此

黄

河

入

淮

之

始

然

此

特

其

支

流

耳

八
月
又
決
鄭
州
滎
澤

元
豊
元
年
河
決
鄭
州
武
原
夏
四
月
丙
寅
決
口
始
塞
詔

改
曹
村
埽
曰
靈
平

五
月
甲
戌
新
隄
成

五
年
秋
八
月
河
決
鄭
州
原
武

哲
宗
元
符
三
年
春
三
月
中
書
舍
人
張
啇
英
獻
治
河
五

事
□

曰

行

古

沙

河

口

二

曰

復

平

恩

四

埽

三

曰

引

大

河

自

古

漳

河

入

海

四

曰

築

御

河

西

隄

而

開

東

隄

之

積

五

曰

開

水

門

口

泄

徒

駭

東

流

大

要

欲

隨

地

勢

疏

浚

入

海

耳

宗
建
中
靖
國
元
年
春
詔
修
蘇
村
西
隄
初

尙

書

省

言

自

去

夏

蘇

村

漲

水

後

來

全

河

漫

流

今

巳

淤

高

三

四

尺

宜

立

西

隄

詔

都

水

使

者

魯

君

貺

同

北

外

丞

司

經

度

之

於

是

左

正

言

任

伯

雨

奏

河

爲

中

國

患

二

千

矣

自

古

竭

天

下

之

力

以

事

河

者

莫

如

本

朝

而

狥

衆

人

偏

見

欲

屈

大

河

之

勢

以

從

人

者

莫

甚

於

近

世

臣

不

敢

遠

引

秖

如

元

祐

末

年

小

吳

决

溢

議

者

乃

譎

謀

異

計

欲

立

竒



ZhongYi

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十

□

以

邀

厚

賞

不

顧

地

勢

不

念

民

力

不

惜

國

用

力

建

東

流

之

議

當

洪

流

中

立

馬

頭

設

鋸

齒

稍

芻

材

木

耗

費

百

倍

力

遏

水

勢

使

之

東

注

凌

虚

駕

空

非

特

行

地

上

而

巳

增

隄

益

防

惴

惴

恐

决

澄

沙

淤

泥

久

益

高

仰

一

旦

决

潰

又

復

北

流

此

非

隄

防

之

不

固

亦

理

勢

之

必

至

也

昔

禹

之

治

水

不

獨

行

其

所

無

事

亦

未

嘗

不

因

其

變

以

導

之

葢

河

流

混

濁

泥

沙

相

半

流

行

旣

久

迤

邐

淤

澱

則

久

而

必

决

者

勢

不

能

變

也

或

北

而

東

或

東

而

北

亦

安

可

以

人

力

制

哉

爲

今

之

策

正

宜

因

其

所

向

寛

立

隄

防

約

欄

水

勢

使

不

至

大

叚

漫

流

若

恐

北

流

於

澱

塘

泊

亦

秪

宜

因

塘

泊

之

岸

增

設

隄

防

乃

爲

長

策

風

聞

近

日

又

有

議

者

獻

東

流

之

計

不

獨

比

年

災

傷

居

民

流

散

公

匱

竭

百

無

一

有

事

勢

窘

固

不

可

爲

抑

以

自

高

注

下

湍

流

奔

猛

潰

决

未

久

勢

不

可

改

設

若

興

工

公

徒

耗

殆

非

利

民

之

舉

實

自

困

之

道

也

四
年
春
二
月
工
部
請
修
蘇
村
等
處
運
糧
河
隄
從
之
○

秋
八
月
修
陽
武
副
隄

大
觀
元
年
春
二
月
詔
於
陽
武
上
埽
開
修
直
河
有

司

言

河

身

當

長

三

千

四

百

四

十

歩

面

濶

八

十

尺

㡳

濶

五

丈

深

七

尺

計

工

十

萬

七

千

有

竒

用

夫

三

千

五

百

有

竒

凡

一

月

畢

從

之

三
年
秋
八
月
詔
沈
純
誠
開
兎
源
渠
兎

源

在

廣

武

埽

對

岸

開

者

欲

分

減

埽

下

漲

水

也

重
和
元
年
夏
五
月
詔
都
水
使
者
固
䕶
孟
州
河
陽
縣
第

一
埽
自

春

以

來

河

勢

湍

猛

侵

嚙

民

田

迫

近

州

城

令

都

水

使

者

同

漕

臣

河

陽

守

臣

措

置

固

䕶

宣
和
元
年
冬
十
有
二
月
兎
源
渠
成

金
世
宗
大
定
二
十
年
河
決
衛
州

章
宗
明
昌
五
年
河
犯
武
城
隄
泛
及
金
山
明

年

詔

新

河

修

石

岸

□



ZhongYi

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十
一

四

里

有

竒

以

塞

之

○

按

新

河

在

新

鄕

縣

南

元
世
祖
至
元
九
年
秋
七
月
河
决
衛
輝
路
之
新
鄕
委
都

水
監
丞
馬
良
弼
治
之

二
十
有
三
年
河
决
河
南
郡
縣
凡
十
有
五
處
役
民
二
十

餘
萬
塞
之
二
十
有
五
年
汴
梁
路
陽
武
縣
諸
處
河
决
凡

二
十
有
二
所
命
宣
慰
司
督
夫
修
治

大
德
元
年
秋
七
月
河
决

縣
蒲
口
先

是

河

决

汴

梁

丁

夫

三

萬

塞

之

至

是

蒲

口

復

决

乃

命

河

北

河

南

亷

訪

使

尚

文

相

度

形

勢

爲

久

利

之

策

文

言

長

河

萬

里

西

來

其

勢

湍

猛

至

孟

津

而

下

地

平

土

疏

移

徙

不

常

失

禹

故

道

爲

中

國

患

不

知

幾

千

百

年

矣

自

古

治

河

處

得

其

當

則

用

力

少

而

患

遲

事

失

其

宜

則

用

力

多

而

患

速

此

不

易

之

定

論

也

今

陳

晋

抵

睢

東

西

百

有

餘

里

南

岸

舊

河

口

十

一

巳

塞

者

二

自

涸

者

六

通

川

者

三

岸

高

於

水

計

六

七

尺

或

四

五

尺

北

岸

故

隄

其

水

比

田

高

三

四

尺

或

高

下

等

大

槩

南

高

於

北

約

八

九

尺

隄

安

得

不

壞

水

安

得

不

北

也

蒲

口

今

决

千

有

餘

歩

迅

速

東

行

得

水

舊

瀆

行

二

百

里

至

歸

德

橫

隄

之

下

復

合

正

流

或

强

湮

遏

上

决

下

潰

功

不

可

成

揆

今

之

計

河

西

郡

縣

順

水

之

性

遠

築

長

垣

以

禦

泛

溢

歸

德

徐

邳

民

避

衝

潰

聼

從

安

便

被

患

之

家

宜

於

河

南

退

灘

地

内

給

付

頃

以

爲

永

業

異

時

河

决

他

所

者

亦

如

此

亦

一

時

救

荒

之

良

策

也

蒲

口

不

塞

便

朝

廷

從

之

會

河

朔

郡

縣

山

東

憲

部

爭

言

不

塞

則

河

北

桑

田

爲

魚

鱉

之

區

塞

之

便

復

從

之

明

年

蒲

口

復

决

塞

河

之

役

無

無

之

是

後

水

北

入

復

河

故

道

竟

如

文

言

○

按

大

學

□

丘

日

河

爲

中

原

大

害

自

古

治

之

者

未

有

能

得

上

策

者

也

葢

以

河

自

星

宿

海

源

東

入

中

國

踰

萬

里

凡

九

折

焉

合

華

之

水

千

流

萬

派

以

趨

於

海

其

源

之

來

也

遠

矣

其

水

之

積

也

衆

矣

夫

以

萬

川

而

歸

於

一

壑

所

來

之

路

孔

多

所

收

之

門

束

隘

而

欲

其

不

泛

溢

難

矣

况

孟

津

以

下

地

平

土

疏

易

爲

衝

决

而

移

徙

不

常

也

哉

漢

唐

以

來

賈

讓

諸

人

言

治

河

者

多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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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十
二

時

致

宜

之

策

在

當

時

或

可

行

而

今

日

未

必

皆

便

元

時

去

今

未

遠

地

勢

物

力

大

叚

相

似

尚

文

所

建

之

策

非

百

世

經

久

之

長

計

然

亦

一

時

救

弊

之

良

方

也

今

河

南

藩

憲

每

年

循

行

並

河

郡

縣

如

文

所

言

者

相

地

所

宜

或

築

長

垣

以

禦

泛

溢

或

開

淤

塞

以

通

束

隘

從

民

所

便

或

遷

村

落

以

避

衝

潰

或

給

退

灘

以

償

所

失

如

此

不

能

使

並

河

州

郡

百

年

無

害

而

被

害

居

民

亦

可

暫

時

蘇

息

矣

二
年
秋
七
月
大
雨
河
决
歸
德
詔
免
田
租
一
年
遣
尚
書

那
懷
御
史
劉

等
塞
之

武
宗
至
大
二
年
秋
七
月
河
决
歸
德
又
决
封
丘
河

北

河

南

道

亷

訪

司

言

黄

河

决

溢

千

里

䝉

害

浸

城

郭

湮

室

廬

壞

禾

稼

百

姓

巳

罹

其

毒

然

後

訪

求

修

治

之

方

而

衆

議

紛

紜

互

陳

利

害

當

事

者

疑

惑

不

决

必

須

上

請

朝

省

比

至

議

定

其

害

滋

大

所

謂

不

預

巳

然

之

弊

大

抵

黄

河

㐲

槽

之

時

水

勢

似

緩

觀

之

不

足

爲

害

一

遇

霖

潦

湍

浪

迅

猛

自

孟

津

以

東

土

性

疏

薄

兼

帶

沙

鹵

又

失

導

洩

之

方

崩

潰

决

溢

可

翹

足

而

待

近

亳

之

民

幸

河

北

徙

有

司

不

能

遠

慮

失

于

規

畫

使

陂

灤

悉

爲

陸

地

東

至

縣

三

义

口

播

河

爲

三

分

殺

其

勢

蓋

亦

有

年

徃

歸

德

太

康

建

言

相

次

湮

塞

南

北

二

义

遂

使

三

河

之

水

合

而

爲

一

下

流

旣

不

通

暢

自

然

上

溢

爲

災

由

是

觀

之

是

自

奪

分

泄

之

利

故

其

上

下

决

溢

至

今

莫

除

度

今

水

勢

趨

下

有

復

鉅

野

梁

山

之

意

蓋

河

性

遷

徙

無

常

苟

不

爲

遠

計

預

防

不

出

年

曹

濮

濟

鄆

䝉

害

必

矣

今

之

所

謂

治

水

者

徒

爾

議

論

紛

紜

咸

無

良

策

水

監

之

官

旣

非

精

選

知

河

之

利

害

者

百

無

一

二

每

年

累

驛

而

至

名

爲

廵

河

徒

應

故

事

問

地

形

之

高

下

則

懵

不

知

訪

水

勢

之

利

病

則

非

所

習

旣

無

寔

才

又

不

經

練

乃

或

妄

興

事

端

勞

民

動

衆

阻

逆

水

性

翻

爲

後

患

爲

今

之

計

莫

若

於

汴

梁

置

都

水

分

監

妙

選

亷

幹

深

知

水

利

之

人

專

職

其

任

量

存

員

頻

爲

廵

視

謹

其

防

䕶

可

疏

者

疏

之

可

堙

者

堙

之

可

防

者

防

之

職

掌

旣

專

則

事

功

可

立

較

之

河

巳

決

溢

民

巳

被

害

然

後

鹵

莾

修

治

以

勞

民

者

烏

可

同

日

而

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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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十
三

仁
宗
延
祐
六
年
春
二
月
修
治
汴
梁
䕶
城
隄
先

是

河

北

河

南

道

亷

訪

副

使

言

近

年

河

決

縣

小

黄

村

口

滔

滔

南

流

莫

能

禦

遏

陳

瀕

河

膏

之

地

浸

没

百

姓

流

散

今

水

迫

汴

城

遠

無

里

儻

値

霖

雨

水

溢

倉

卒

何

以

防

禦

方

今

農

宜

爲

講

究

使

水

歸

故

道

逹

於

江

淮

不

惟

陳

之

民

不

遂

其

生

恐

將

來

浸

灌

汴

城

其

害

匪

輕

於

是

大

司

農

司

下

都

水

監

移

文

汴

梁

分

監

修

治

自

六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興

工

至

三

月

九

日

工

畢

總

計

北

至

槐

疙

疸

兩

舊

隄

南

至

窑

務

隄

通

長

二

十

里

二

百

四

十

三

歩

創

修

䕶

城

隄

一

道

長

七

千

四

百

四

十

三

歩

下

地

修

隄

下

廣

十

六

歩

上

廣

四

歩

高

一

丈

六

尺

爲

一

工

隄

東

二

十

歩

外

取

土

内

河

溝

七

處

深

淺

高

下

濶

狹

不

一

計

工

二

十

五

萬

三

千

六

百

八

十

用

夫

八

千

四

百

五

十

三

除

風

雨

妨

工

三

十

日

其

内

流

水

河

溝

南

北

濶

二

十

歩

水

深

五

尺

河

内

修

隄

底

濶

□

十

四

歩

上

廣

八

歩

高

一

丈

五

尺

積

二

十

萬

尺

取

土

稍

遠

四

十

尺

爲

一

工

計

三

萬

工

用

夫

百

人

每

歩

用

大

椿

二

計

四

十

各

長

一

丈

二

尺

徑

四

寸

每

歩

雜

草

千

束

計

二

十

二

萬

每

歩

簽

樁

四

計

八

十

各

長

八

尺

徑

三

寸

七
年
秋
七
月
河
決
滎
澤
遣
平
章
站
馬
赤
親
修
築

泰
定
帝
泰
定
一
年
夏
五
月
河
溢
汴
梁
樂
利
隄
詔

丁

夫
六
萬
四
千
人
築
之

順
帝
至
正
十
有
一
年
夏
四
月
命
賈
魯
爲
總
治
河
防
使

○
冬
十
有
一
月
諸
隄
埽
成
河
復
故
道
至

正

四

年

夏

五

月

天

雨

二

十

餘

日

黄

河

暴

溢

水

平

地

深

二

尺

許

北

決

白

茅

隄

六

月

又

北

決

金

隄

並

河

郡

邑

皆

罹

水

患

朝

廷

憂

之

遣

使

體

量

仍

督

大

臣

訪

求

治

河

方

略

九

年

冬

脫

脫

旣

復

爲

丞

相

請

躬

任

其

事

帝

嘉

納

之

乃

命

集

群

臣

廷

中

議

而

言

人

人

殊

惟

都

漕

運

使

賈

魯

言

必

當

治

先

是

魯

嘗

爲

山

東

道

奉

使

宣

撫

首

領

官

循

行

被

水

郡

邑

俱

得

修

捍

成

策

後

又

爲

都

水

使

者

奉

旨

詣

河

上

相

視

驗

狀

爲

圖

以

定

二

策

進

獻

一

議

修

築

北

隄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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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十
四

横

潰

其

功

省

一

議

疏

塞

並

舉

挽

河

東

行

以

復

故

道

其

功

費

至

是

復

以

二

策

對

脫

脫

韙

其

後

策

議

定

乃

薦

魯

于

帝

大

稱

旨

十

一

年

四

月

初

四

日

下

詔

中

外

命

魯

以

工

部

尚

書

爲

總

治

河

隄

使

進

秩

二

品

授

以

銀

印

大

梁

大

名

十

有

三

路

民

十

五

萬

人

廬

州

等

戍

十

有

八

翼

軍

二

萬

人

供

役

一

切

從

事

大

小

軍

民

咸

禀

節

度

便

宜

興

繕

是

月

二

十

二

日

鳩

工

七

月

疏

成

八

月

決

水

故

河

九

月

舟

楫

通

行

十

一

月

工

畢

諸

埽

諸

隄

成

河

乃

復

故

道

南

滙

于

淮

又

東

入

于

海

帝

遣

貴

臣

報

祭

河

伯

召

魯

還

京

師

論

功

超

拜

榮

祿

大

夫

集

賢

大

學

士

其

宣

力

諸

臣

遷

賞

有

差

賜

丞

相

脫

脫

世

襲

答

剌

罕

之

號

特

命

翰

林

學

士

承

旨

歐

陽

玄

製

河

平

文

以

旌

勞

績

玄

旣

爲

河

平

之

又

自

以

爲

司

馬

遷

班

固

記

河

渠

溝

洫

僅

載

治

水

之

道

不

言

其

方

使

後

世

任

斯

事

者

無

所

考

乃

從

魯

訪

問

方

略

及

詢

過

客

質

史

牘

作

至

正

河

防

記

欲

使

來

世

□

河

患

者

按

而

治

之

其

言

曰

治

河

一

也

有

疏

有

有

塞

三

者

異

焉

釃

河

之

流

因

而

導

之

謂

之

疏

去

河

之

淤

因

而

深

之

謂

之

抑

河

之

暴

因

而

扼

之

謂

之

□

疏

之

别

有

四

曰

生

地

曰

故

道

曰

河

身

曰

減

水

河

生

地

有

直

有

紆

因

直

而

之

可

就

故

道

故

道

有

高

有

高

者

平

之

以

趨

高

相

就

則

高

不

壅

不

瀦

慮

夫

壅

生

潰

瀦

生

堙

也

河

身

者

水

通

行

身

有

廣

狹

狹

難

受

水

水

溢

悍

故

狹

者

以

計

闢

之

廣

難

爲

岸

岸

善

崩

故

廣

者

以

計

禦

之

減

水

河

者

水

放

曠

則

以

制

其

狂

水

隳

突

則

以

殺

其

怒

治

隄

一

也

有

剏

築

修

築

補

築

之

名

有

剌

水

隄

有

截

河

隄

有

䕶

岸

隄

有

縷

水

隄

有

石

船

隄

治

埽

一

也

有

岸

埽

水

埽

有

龍

尾

攔

頭

馬

頭

等

埽

其

爲

埽

䑓

反

推

卷

牽

制

薶

□

之

法

有

用

土

用

石

用

鐵

用

草

用

木

用

絏

用

絙

之

法

塞

河

一

也

有

缺

口

有

豁

口

有

龍

口

缺

口

者

巳

成

川

豁

口

者

舊

常

爲

水

所

豁

水

退

則

口

下

於

隄

水

漲

則

溢

出

于

口

龍

口

者

水

之

所

會

自

新

河

入

故

道

之

潨

也

此

外

不

能

悉

書

因

其

功

用

之

次

第

而

就

述

於

其

下

焉

其

法

以

竹

絡

實

以

小

石

每

埽

下

等

以

蒲

葦

綿

腰

索

徑

寸

許

者

縱

鋪

廣

可

一

二

十

歩

長

可

二

三

十

歩

又

以

曵

埽

索

綯

徑

三

寸

或

四

寸

長

二

百

餘

尺

者

衡

□

之

相

間

復

以

行

葦

麻

檾

大

繂

長

百

尺

者

爲

管

心

索

就

繫

綿

腰

索

之

端

於

其

上

以

草

千

束

多

至

萬

餘

匀

布

厚

鋪

於

綿

腰

索

之

上

而

納

之

丁

夫

千

以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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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十
五

踏

實

推

卷

稍

高

卽

以

水

工

二

人

立

其

上

而

號

於

衆

衆

聲

力

舉

用

大

小

推

梯

推

卷

成

埽

高

下

長

短

不

等

大

者

高

二

丈

小

者

不

下

丈

餘

又

用

大

索

或

互

爲

腰

索

轉

致

河

濵

選

徤

丁

操

管

心

索

順

埽

䑓

立

踏

或

掛

之

䑓

中

鉄

猫

大

撅

之

上

以

漸

縋

之

下

水

埽

後

掘

地

爲

渠

陷

管

心

索

渠

中

以

散

草

厚

覆

築

之

以

土

其

土

復

以

土

牛

雜

草

小

埽

稍

上

多

寡

厚

薄

先

後

隨

宜

修

疊

爲

埽

䑓

務

使

牽

制

上

下

縝

宻

堅

壯

互

爲

犄

角

埽

不

動

摇

日

力

不

足

夜

以

繼

之

積

累

旣

畢

復

施

前

法

捲

埽

以

壓

先

下

之

埽

量

水

淺

深

制

埽

厚

薄

疊

之

多

至

四

埽

而

止

兩

埽

之

間

置

竹

絡

高

二

丈

或

三

丈

圍

四

丈

五

尺

實

以

小

石

土

牛

旣

滿

繫

以

竹

纜

其

兩

傍

並

埽

宻

下

大

樁

就

以

竹

絡

上

大

竹

腹

索

繫

於

樁

上

東

西

兩

埽

及

其

中

竹

絡

之

上

以

草

土

等

物

築

爲

埽

䑓

約

長

五

十

歩

或

百

歩

再

下

埽

卽

以

竹

索

或

麻

索

長

八

百

尺

或

五

百

尺

者

一

二

雜

厠

其

餘

管

心

索

之

□

□

埽

入

水

之

後

其

餘

管

心

索

如

前

猫

掛

隨

以

管

心

長

索

遠

置

五

七

十

歩

之

外

或

鉄

猫

或

大

樁

曵

而

繫

之

通

管

□

累

日

所

下

之

埽

再

以

草

土

等

物

通

修

成

隄

又

以

龍

尾

尺

埽

宻

掛

於

䕶

隄

大

椿

分

析

水

勢

其

隄

長

二

百

七

十

歩

北

廣

四

十

二

歩

中

廣

五

十

五

歩

南

廣

四

十

二

歩

自

顚

至

趾

通

高

三

丈

八

尺

其

截

河

大

隄

高

廣

不

等

長

十

有

九

里

百

七

十

七

歩

其

在

黄

陵

北

岸

者

長

十

里

四

十

一

歩

築

岸

上

土

隄

西

北

起

東

西

故

隄

東

南

至

河

口

長

七

里

九

十

七

歩

顚

廣

六

歩

趾

倍

之

而

强

二

歩

高

丈

有

五

尺

接

修

入

水

施

土

牛

小

埽

稍

草

雜

土

多

寡

厚

薄

隨

宜

修

疊

及

下

竹

絡

安

大

椿

繫

龍

尾

埽

如

前

兩

隄

法

唯

修

疊

埽

䑓

增

用

白

闌

小

石

并

埽

上

及

前

洊

修

埽

隄

一

長

百

餘

歩

直

抵

龍

口

稍

北

攔

頭

三

埽

並

行

埽

大

隄

廣

與

剌

水

二

隄

不

同

通

前

列

四

埽

間

以

竹

絡

成

一

大

隄

長

二

百

八

十

歩

北

廣

百

一

十

歩

其

顚

至

水

面

高

丈

有

五

尺

水

面

至

澤

腹

高

二

丈

五

尺

通

高

三

丈

五

尺

中

流

廣

八

十

歩

其

顚

至

水

面

高

丈

有

五

尺

水

面

至

澤

腹

高

五

丈

五

尺

通

高

七

尺

並

剏

築

縷

水

横

隄

一

東

起

北

截

河

大

隄

西

抵

西

剌

水

大

隄

又

一

隄

東

起

中

剌

水

大

隄

西

抵

西

剌

水

大

隄

通

長

二

里

四

十

歩

亦

顚

廣

四

歩

趾

二

之

高

丈

有

四

尺

修

黄

陵

南

岸

長

九

里

百

六

十

歩

内

剏

岸

土

隄

東

北

起

新

補

白

茅

故

隄

西

南

至

舊

河

口

高

廣

不

等

長

八

里

二

百

五

十

歩

乃

入



ZhongYi

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十
六

水

作

石

船

大

隄

葢

由

是

秋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乙

巳

□

故

河

流

先

所

修

北

岸

西

中

剌

水

及

截

河

三

隄

猶

短

約

水

尚

少

力

未

足

恃

決

河

勢

大

南

北

廣

四

百

餘

歩

中

流

深

三

丈

餘

益

以

秋

漲

水

多

故

河

十

之

有

八

兩

河

爭

流

近

故

河

口

水

刷

岸

北

行

洄

漩

湍

激

難

以

下

埽

且

埽

行

或

遲

恐

水

盡

湧

入

決

河

因

淤

故

河

前

功

遂

隳

魯

乃

精

思

障

水

入

故

河

之

方

以

九

月

七

日

癸

丑

逆

流

排

大

船

二

十

七

艘

前

後

連

以

大

桅

或

長

樁

用

大

麻

索

竹

絙

絞

縳

綴

爲

方

舟

又

用

大

麻

索

竹

絙

用

船

身

繳

繞

上

下

令

牢

不

可

破

乃

以

鐵

猫

於

上

流

硾

之

水

中

又

以

竹

絙

長

七

八

百

尺

者

繫

兩

岸

大

□

上

每

絙

或

硾

二

舟

或

三

舟

使

不

得

下

船

復

略

鋪

散

草

滿

貯

小

石

以

合

子

板

釘

合

之

復

以

埽

宻

布

合

子

板

上

或

二

重

或

三

重

以

大

麻

索

縳

之

覆

横

木

三

道

於

頭

桅

皆

以

索

維

之

用

竹

編

笆

夾

以

草

石

立

之

桅

前

約

長

丈

餘

名

曰

水

簾

桅

復

以

木

搘

拄

使

簾

不

偃

仆

然

後

選

水

工

便

㨗

者

每

船

各

二

人

執

斧

立

船

首

尾

岸

上

搥

皷

爲

號

皷

鳴

一

時

齊

須

臾

舟

穴

水

入

船

沉

遏

決

河

水

怒

溢

故

河

水

暴

增

卽

重

樹

水

簾

令

後

復

布

小

埽

土

牛

白

闌

長

稍

雜

以

草

土

等

物

隨

宜

塡

以

繼

之

石

船

下

詣

實

地

出

水

基

趾

漸

高

復

卷

大

埽

以

壓

之

前

船

勢

略

定

用

前

法

沉

餘

□

以

竟

後

功

昏

曉

百

刻

役

夫

分

番

甚

勞

無

少

間

斷

□

隄

之

後

草

埽

三

道

並

舉

中

置

竹

絡

盛

石

並

埽

置

□

繫

䌫

四

埽

及

絡

一

如

修

北

截

水

隄

之

法

苐

以

中

流

水

深

丈

用

物

之

多

施

功

之

大

倍

他

隄

船

隄

距

此

岸

四

五

十

歩

勢

泊

東

河

流

峻

若

自

天

䧏

深

淺

叵

測

於

是

先

捲

下

大

埽

約

高

二

丈

者

或

四

或

五

始

出

水

面

修

至

河

口

一

二

十

歩

用

功

尤

艱

薄

龍

口

□

豗

猛

疾

勢

撼

埽

基

陷

裂

傾

俄

遠

故

所

觀

者

股

栗

衆

議

騰

沸

以

爲

難

合

然

勢

不

容

巳

魯

神

色

不

動

機

械

㨗

出

遣

官

吏

工

徒

十

萬

餘

人

日

加

奬

諭

辭

旨

懇

至

衆

皆

感

激

赴

工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丁

巳

龍

口

遂

合

決

河

絕

流

故

道

復

通

又

於

隄

前

通

捲

攔

頭

埽

各

一

道

多

者

或

三

或

四

前

埽

出

水

管

心

大

索

繫

前

埽

硾

後

攔

頭

埽

之

後

後

埽

管

心

大

索

亦

繫

小

埽

□

前

攔

頭

埽

之

前

後

先

覊

縻

以

錮

其

勢

又

於

所

交

索

上

及

兩

埽

之

間

壓

以

小

石

白

闌

土

牛

草

土

相

半

厚

薄

多

寡

相

勢

措

置

埽

堤

之

後

自

南

岸

復

修

一

隄

抵

巳

□

之

龍

口

長

二

百

七

十

歩

船

隄

四

道

成

隄

用

農

家

□



ZhongYi

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十
七

圃

之

具

曰

轆

軸

者

穴

石

立

木

如

比

櫛

薶

前

埽

之

旁

每

歩

置

一

轆

軸

以

横

木

貫

其

後

又

穴

石

以

徑

二

寸

餘

麻

索

貫

之

繫

横

木

上

宻

掛

龍

尾

大

埽

使

夏

秋

潦

水

冬

春

凌

薄

不

得

肆

力

於

岸

此

隄

接

北

岸

截

河

大

□

長

二

百

七

十

歩

南

廣

百

二

十

歩

顚

至

水

面

高

丈

有

七

尺

水

面

至

澤

腹

高

四

丈

二

尺

中

流

廣

八

十

歩

顚

至

水

面

高

丈

有

五

尺

水

面

至

澤

腹

高

五

丈

五

尺

通

高

七

丈

仍

治

南

岸

䕶

隄

埽

一

道

長

百

三

十

歩

南

岸

䕶

岸

馬

頭

埽

三

道

通

長

九

十

五

歩

修

築

北

岸

隄

防

高

廣

不

等

通

長

二

百

五

十

四

里

七

十

一

歩

白

茅

河

口

至

板

城

補

築

舊

隄

長

二

十

五

里

二

百

八

十

五

歩

曹

州

板

城

至

英

賢

村

等

處

高

廣

不

等

長

一

百

三

十

三

里

三

十

歩

稍

岡

至

山

縣

增

倍

舊

隄

長

八

十

五

里

二

十

歩

歸

德

府

哈

只

口

合

至

徐

州

路

三

百

餘

里

修

築

缺

口

一

百

七

處

高

廣

不

等

積

修

計

三

里

二

百

五

十

六

歩

亦

思

剌

店

縷

水

月

隄

高

廣

不

等

長

六

里

三

十

歩

其

用

物

凡

椿

木

大

者

二

萬

七

千

榆

柳

雜

稍

六

十

六

萬

六

千

帶

稍

連

根

株

者

三

千

六

百

藁

桔

蒲

葦

雜

草

以

束

計

者

七

百

三

十

三

萬

五

千

有

竒

竹

竿

六

十

二

萬

五

千

葦

蓆

十

有

七

萬

二

千

小

石

二

十

船

䋲

索

大

小

不

等

五

萬

七

千

所

沉

大

船

百

有

二

十

鐵

纜

三

十

有

二

鐵

猫

三

百

三

十

有

四

竹

篾

以

斤

計

者

千

有

五

萬

硾

石

三

千

塊

鐵

鑚

萬

四

千

二

百

有

竒

大

釘

三

萬

三

千

二

百

三

十

有

二

其

餘

若

木

龍

蠶

椽

木

麥

楷

扶

樁

鐵

又

鐵

弔

枝

麻

搭

火

鈎

汲

水

眝

水

等

具

皆

有

成

官

吏

俸

給

軍

民

衣

糧

工

錢

醫

藥

祭

祀

賑

恤

驛

置

馬

乘

及

運

竹

木

沉

船

渡

船

下

樁

等

工

鐵

石

木

竹

䋲

索

等

匠

傭

貲

兼

以

和

買

民

地

爲

河

并

應

用

雜

物

等

價

通

計

中

統

鈔

百

八

十

四

萬

五

千

六

百

三

十

六

錠

有

竒

魯

有

言

水

工

之

功

視

土

工

之

功

爲

難

中

流

之

功

視

河

濵

之

功

爲

難

決

河

口

視

中

流

又

難

北

岸

之

功

視

南

岸

爲

難

用

物

之

効

草

至

能

狎

水

水

漬

之

生

泥

泥

與

草

併

力

重

如

碇

然

維

持

□

輔

纜

索

之

功

實

多

盖

由

魯

習

知

河

事

故

其

功

之

所

就

如

此

明
洪
武
七
年
河
決
開
封
隄
詔
叅
政
安
然
塞
之

十
有
四
年
河
溢
原
武
祥
符
中
牟
守

臣

以

聞

上

曰

此

天

災

也

今

欲

窒

之

恐

勞



ZhongYi

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十
八

民

力

惟

防

䕶

舊

隄

勿

重

困

吾

民

也

十
有
五
年
河
決
滎
陽
陽
武

十
有
六
年
秋
八
月
戊
辰
河
決
開
封
東
月
隄
自

陳

橋

至

陳

留

潰

流

十

餘

里

是

月

復

決

縣

入

巴

河

命

戸

部

遣

官

督

所

司

塞

之

十
有
七
年
詔
修
漳
河
隄
先

是

上

諭

工

部

臣

曰

去

河

決

臨

漳

民

受

其

害

當

修

築

隄

防

恐

不

可

久

其

凡

堤

塘

堰

壩

可

以

禦

水

患

者

豫

爲

修

治

有

司

乃

以

黄

沁

漳

衛

沙

五

河

所

決

堤

岸

丈

尺

之

具

圖

計

工

以

聞

詔

令

軍

民

兼

築

之

二
十
年
河
決
開
封
城
自

安

遠

門

入

渰

没

官

民

廨

宇

甚

衆

二
十
有
三
年
詔
築
歸
德
州
鳳
池
河
防
時

河

決

鳳

池

漂

没

夏

邑

永

城

諸

縣

有

司

不

以

聞

民

李

從

義

詣

闕

奏

訴

從

之

二
十
有
四
年
河
決
原
武
之
黑
洋
山
東

經

開

封

城

北

五

里

又

南

行

至

項

城

經

州

上

東

至

夀

州

正

陽

鎮

入

於

淮

而

故

道

遂

淤

二
十
有
九
年
河
南
藩
臣
請
修
宜
陽
河
防
先

因

洛

河

泛

溢

宜

陽

田

廬

漂

没

殆

至

是

始

聞

於

上

令

預

置

磚

石

俟

農

時

爲

之

三
十
年
春
正
月
蠲
黄
河
兩
岸
河
泊
所
漁
課
先

是

河

決

自

懷

慶

以

至

正

陽

沙

河

民

用

困

憊

上

聞

之

遂

令

除

漁

課

聼

民

捕

魚

以

給

食

焉

秋
八
月
河
溢
開
封
時

城

三

面

皆

受

水

將

浸

及

軍

儲

倉

巨

盈

庫

詔

令

滎

陽

高

阜

處

築

倉

庫

以

待

之

冬
十
有
一
月
蔡
河
南
徙
入
陳
州
先

是

河

決

由

府

城

北

而

東

行

至

是

下

流

淤

塞

故

又

決

而

之

南

也



ZhongYi

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十
九

永
樂
元
年
饋
運
自
陳
州

岐
口
北
輸
於
京
時

戸

部

尚

書

郁

新

奏

言

近

因

淮

河

至

黃

河

淤

淺

以

致

饋

運

不

通

請

自

淮

安

用

輕

舟

運

至

沙

河

及

陳

州

岐

口

仍

以

大

舟

載

入

黄

河

復

陸

運

衛

河

以

轉

輸

北

京

上

日

可

四
年
詔
修
陽
武
中
牟
及
汴
河
北
隄

八
年
河
南
守
臣
請
修
汴
梁
壞
城
徃

河

決

汴

梁

壞

城

二

百

餘

丈

至

是

修

築

上

諭

工

部

臣

日

汴

梁

迫

黄

河

不

免

衝

決

之

患

此

國

家

藩

屏

之

地

不

可

以

緩

且

聞

黄

河

水

增

三

尺

其

急

遣

人

徃

視

之

九
年
春
二
月
詔
修
沁
河
決
口
武

陟

令

言

去

天

雨

浸

淫

沁

河

南

北

九

百

餘

歩

流

潰

成

河

渰

没

土

田

廬

舍

請

以

丁

夫

修

築

從

之

三
月
壬
午
命
侍
郎
張
信

黄
河
故
道
先

因

河

水

累

爲

患

修

築

隄

防

民

用

困

敝

至

是

河

決

壞

民

田

廬

益

甚

事

聞

遣

信

來

視

信

至

詢

訪

故

老

得

祥

符

魚

王

口

至

中

灣

二

十

餘

里

有

舊

黄

河

岸

與

今

河

面

平

浚

而

通

之

循

故

道

則

水

勢

可

殺

遂

繪

圖

以

進

詔

河

南

民

丁

十

萬

命

興

安

伯

徐

亨

工

部

侍

郎

蔣

廷

瓉

率

運

木

夫

同

侍

郎

金

純

相

度

治

之

仍

遣

國

公

徐

景

昌

以

太

牢

祠

河

神

戸

部

侍

郎

古

朴

以

太

牢

祭

河

南

境

内

山

川

時

工

部

尚

書

宋

禮

督

工

開

會

通

河

遂

命

禮

兼

董

之

初

朝

議

開

會

通

河

及

浚

河

南

黄

河

命

戸

部

凡

開

浚

民

丁

皆

給

米

鈔

及

蠲

戸

内

是

年

租

稅

于

是

河

南

山

東

之

人

聞

風

而

自

願

効

力

者

甚

衆

因

諭

戸

部

臣

日

開

河

効

力

之

人

賞

蠲

之

惠

一

如

編

役

民

由

是

益

戴

之

夏
五
月
甲
申
罷
築
漳
河
隄
防
先

因

臨

漳

主

簿

趙

永

中

言

去

年

漳

河

泛

溢

決

張

固

村

河

口

與

滏

陽

河

合

流

低

下

田

土

悉

爲

汪

浸

今

若

復

修

隄

防

或

終

決

潰

是

虛

負

民

力

也

乞

令

沮

洳

之

民

别

于

漳

河

之

旁

近

擇

高

阜

荒

地

開

種

從

之

秋
八
月
庚
戌
新
港
成
河
復
故
道
是

年

六

月

丁

未

勑

尚

書

宋

禮

日

曩

命

卿

等



ZhongYi

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二
十

黄

河

故

道

及

築

塞

河

港

以

紓

民

患

今

久

未

見

成

蹟

而

河

水

泛

溢

日

加

爲

民

患

苦

卿

等

其

恊

心

併

力

無

懈

夙

夜

脫

民

墊

溺

用

副

朕

委

任

之

意

七

月

己

酉

浚

河

工

告

竣

凡

役

民

丁

十

一

萬

四

百

有

竒

自

是

河

循

故

道

與

會

通

河

合

而

河

南

之

水

患

息

矣

八

月

庚

戌

禮

等

還

京

皇

太

子

遣

人

勞

視

自

是

無

水

菑

者

三

十

餘

年

矣

正
綂
十
有
三
年
河
決
滎
澤
東

過

開

封

城

之

西

南

又

東

南

經

陳

晋

入

渦

口

又

經

䝉

城

至

懷

遠

東

北

而

逹

於

淮

焉

是

時

開

封

府

城

在

河

之

北

矣

時

汴

水

出

滎

陽

大

周

山

合

京

索

須

鄭

四

水

東

南

至

中

牟

而

入

於

汴

尚

書

石

璞

侍

郎

王

永

和

都

御

史

王

文

相

繼

塞

之

弗

績

又

六

年

徐

有

貞

治

之

決

口

乃

塞

天
順
五
年
秋
七
月
河
決
開
封
城
命
工
部
侍
郎
薛
遠
塞

之六
年
春
二
月
作
石
牐
成
呂

原

有

記

其

略

□

維

開

封

城

周

二

十

里

外

則

繚

以

堤

當

宋

時

近

於

城

者

惟

汴

蔡

諸

水

而

黄

河

流

經

城

之

東

北

以

逹

於

海

至

元

時

河

始

南

徙

逼

城

流

合

汴

泗

入

淮

正

綂

戊

辰

亦

嘗

分

決

張

秋

口

東

北

入

海

其

後

復

東

北

入

淮

如

故

築

隄

䕶

城

其

來

葢

巳

久

矣

夫

土

疏

固

易

遷

徙

而

流

雜

泥

沙

又

易

淤

澱

以

故

水

載

高

地

隄

日

增

而

城

益

下

也

天

順

五

年

秋

七

月

四

日

客

水

暴

至

河

溢

踰

防

土

城

遂

決

越

六

日

風

激

浪

擁

突

北

門

以

入

平

地

水

深

丈

餘

王

府

及

官

衛

儒

黌

廬

井

市

㕓

無

慮

萬

區

浸

没

摧

圮

力

能

結

筏

者

僅

以

身

免

而

老

弱

者

徃

徃

溺

死

事

聞

上

特

命

工

部

右

侍

郎

瓊

䑓

薛

君

遠

徃

拯

治

之

璽

書

授

以

事

宜

君

星

馳

至

汴

宣

帝

德

綏

援

衆

慼

卽

移

粟

以

賑

其

饑

躬

率

三

司

官

僚

按

視

地

形

啇

度

工

用

及

以

緩

詢

之

故

老

乃

命

左

布

政

使

侯

臣

按

察

使

吳

中

徴

集

丁

夫

預

調

塞

治

之

物

於

所

屬

委

開

封

府

知

府

魚

侃

通

判

蔡

保

等

管

領

應

役

先

令

右

布

政

使

豊

慶

副

使

項

璁

於

決

口

上

流

督

夫

下

椿

捲

埽

作

截

水

隄

二

百

四

十

餘

丈

浹

旬

隄

就

決

口

絶

流

而

水

趨

故

道

又

令

副

使

張

□



ZhongYi

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二
十
一

議

王

鉉

於

土

城

東

起

獨

巒

岡

訖

猫

兒

岡

督

夫

渠

二

千

二

百

七

十

八

丈

引

水

東

注

而

城

中

積

水

日

漸

耗

減

又

命

叅

議

史

敏

僉

事

高

逵

於

土

城

東

南

曰

楊

州

門

浚

舊

渠

之

湮

塞

者

起

太

平

岡

直

抵

陳

晋

渠

長

一

萬

二

千

四

百

八

十

丈

以

洩

城

中

積

水

使

下

流

逹

于

黄

河

自

是

地

稍

高

者

咸

得

修

葺

舍

宇

凡

王

府

官

廨

亦

漸

可

居

而

軍

民

蕩

析

流

離

者

接

踵

復

業

野

田

堪

□

者

俱

播

菽

麥

矣

顧

城

池

最

低

窪

者

積

水

莫

能

出

則

令

叅

議

蕭

儼

李

治

僉

事

王

紹

督

夫

車

戽

叅

議

何

陞

又

導

而

分

之

閱

月

水

乾

涸

初

環

城

五

門

俱

有

潦

水

河

決

後

水

益

瀰

漫

無

津

畔

徃

來

者

必

藉

舟

楫

一

遇

風

濤

莫

或

敢

濟

由

是

米

薪

之

價

湧

□

倍

則

又

令

項

璁

等

築

道

路

於

大

梁

仁

和

等

三

門

以

通

車

馬

内

外

莫

不

便

之

且

令

李

浩

修

補

城

垣

缺

處

及

剏

築

各

門

月

隄

軍

民

有

貧

餒

者

給

以

粟

麥

凡

八

千

餘

石

有

屋

居

漂

蕩

無

存

者

給

以

榱

檩

共

五

萬

三

千

餘

株

事

將

竣

因

念

積

水

全

頼

開

渠

浚

導

議

卽

楊

州

門

置

牐

以

限

内

外

倘

後

内

水

有

積

啟

而

洩

之

或

外

水

欲

入

閉

而

塞

之

庶

爲

永

久

之

利

適

廵

按

御

史

梁

君

覲

董

君

廷

圭

至

議

用

克

恊

卽

委

布

政

司

照

磨

金

景

輝

等

於

鄭

之

賈

峪

山

採

石

煉

灰

勸

客

舟

如

期

輸

至

就

令

景

輝

及

開

封

府

推

官

劉

董

役

未

幾

牐

成

葢

首

事

於

是

年

九

月

十

二

曰

而

以

明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曰

輟

工

凡

用

丁

夫

三

萬

八

千

四

百

有

竒

椿

木

三

萬

一

百

七

十

有

竒

芟

稍

以

束

計

者

二

十

二

萬

七

千

有

竒

犍

囤

以

件

計

者

三

千

二

百

有

竒

麻

以

斤

計

者

九

千

七

百

八

十

有

竒

而

牐

用

石

八

百

餘

片

磚

二

萬

餘

塊

灰

三

萬

餘

斤

是

役

也

諸

公

開

誠

勸

諭

人

心

咸

悅

故

勞

久

而

無

怨

費

鉅

而

易

完

也

及

薛

君

巳

還

闔

城

士

庶

咸

謂

其

仰

體

朝

廷

之

心

旣

拯

民

於

昏

墊

又

防

患

於

未

然

其

德

宏

其

慮

遠

宜

有

述

以

告

來

者

而

崇

明

訓

導

祥

符

艾

俊

爲

書

以

求

予

記

嗟

夫

中

原

水

患

惟

河

爲

甚

而

禹

之

治

河

也

務

多

其

委

以

分

其

勢

故

當

大

伾

而

下

析

爲

二

渠

大

陸

而

下

播

爲

九

河

今

河

失

禹

道

治

之

固

難

如

能

先

事

爲

備

訪

求

遺

瀆

以

爲

委

則

亦

不

至

臨

事

而

失

措

矣

穿

渠

置

牐

葢

知

從

事

於

委

者

然

委

弗

多

而

泛

溢

所

當

虞

也

用

記

夫

施

工

次

第

並

贅

以

是

說

云

成
化
十
有
四
年
春
黄
河
決
祥
符
縣
杏
花
營



ZhongYi

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二
十
二

秋
七
月
河
決
延
津
西
奡
村
泛

溢

七

十

餘

里

又

明

年

徙

之

縣

南

弘
治
二
年
命
侍
郎
白
昂
導
河
由
壽
逹
淮

六
年
夏
河
決
黃
陵
岡
遣
都
御
史
劉
大
夏
太
監
李
興
平

江
伯
陳
銳
治
之
功
成
命
大
學
士
劉
徤
作
記
勒
石
河
上

記

曰

弘

治

二

年

河

徙

汴

城

東

北

過

沁

水

溢

流

爲

二

一

自

祥

符

于

家

店

經

蘭

陽

歸

德

至

徐

邳

入

于

淮

一

□

□

口

黃

陵

岡

東

經

曹

濮

入

張

秋

運

河

所

至

壞

民

田

廬

且

勢

損

南

北

運

道

天

子

憂

之

嘗

命

官

徃

治

東

注

至

是

運

道

洊

涸

漕

舟

阻

絶

天

子

益

以

爲

憂

復

命

都

察

院

右

副

都

御

史

臣

劉

大

夏

太

監

臣

李

興

平

江

伯

臣

陳

銳

治

之

命

下

三

臣

乃

同

心

恊

力

以

祗

奉

明

詔

遂

自

張

秋

決

口

視

潰

決

之

源

以

西

至

河

南

廣

武

山

洊

涸

之

跡

以

北

至

臨

淸

衛

河

地

勢

事

宜

旣

悉

然

以

時

當

夏

半

水

勢

方

盛

又

漕

舟

鱗

壅

口

南

因

相

與

議

曰

治

河

之

道

通

漕

爲

乃

於

決

口

西

岸

月

河

三

里

許

屬

之

舊

河

以

通

漕

舟

舟

旣

通

又

相

與

議

曰

黄

陵

岡

在

張

秋

之

上

而

荆

等

口

又

黄

陵

岡

潰

決

之

原

築

塞

固

有

緩

然

治

水

之

法

不

可

不

先

以

殺

其

勢

遂

滎

陽

孫

家

渡

口

河

道

七

十

餘

里

祥

符

四

府

營

淤

河

二

十

餘

里

以

逹

淮

疏

賈

魯

舊

河

四

十

餘

里

由

曹

縣

糧

進

口

出

徐

州

運

河

支

流

旣

分

水

勢

漸

殺

於

是

乃

議

築

塞

諸

口

其

自

黄

陵

岡

巳

上

凡

地

屬

河

南

者

悉

用

河

南

兵

民

夫

匠

卽

以

其

方

面

官

分

綂

臣

大

夏

徃

來

總

督

之

慱

釆

羣

議

晝

夜

計

畫

殆

忘

食

故

官

屬

夫

匠

等

悉

用

命

築

䑓

捲

埽

齊

心

畢

力

遂

獲

成

功

焉

初

河

南

諸

口

之

塞

惟

黄

陵

岡

□

合

而

屢

決

爲

最

難

故

旣

塞

之

後

特

築

堤

三

重

以

䕶

之

其

高

各

七

丈

厚

半

之

又

築

長

隄

荆

隆

口

之

東

西

各

計

二

百

餘

里

黄

陵

岡

之

東

西

各

三

百

餘

里

直

抵

徐

州

河

恒

南

行

故

道

而

下

流

張

秋

可

無

潰

決

之

患

矣

是

役

也

用

夫

匠

以

名

計

五

萬

八

千

有

竒

柴

草

以

束

計

一

千

二

百

萬

有

竒

竹

木

大

小

以

根

計

一

萬

二

□

有

竒

鐵

生

熟

以

斤

計

一

萬

九

百

有

竒

麻

以

斤

計

三

十

二

萬

有

竒

其

興

功

以

弘

治

甲

寅

十

月

而

畢

以

次

年

二

月

會

張

秋

以

南

至

徐

州

工

程

俱

畢

臣

興

等

遂

合

具

功

完

始

末

以

聞

天

子

嘉

之

特

易

張

秋

鎭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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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二
十
三

爲

安

平

賜

臣

興

祿

米

二

十

四

石

加

臣

銳

太

保

兼

太

子

太

傅

祿

米

二

百

石

進

臣

大

夏

左

副

都

御

史

理

院

事

及

諸

方

面

官

屬

進

秩

增

俸

有

差

仍

從

臣

興

等

請

於

塞

口

各

賜

額

立

廟

以

祀

水

神

安

平

鎮

曰

顯

惠

黄

陵

岡

曰

昭

應

巳

而

又

命

林

院

儒

臣

各

以

功

完

之

跡

文

之

石

昭

示

永

久

臣

徤

以

次

撰

黄

陵

岡

臣

惟

前

代

於

河

之

決

而

塞

之

若

漢

子

宋

澶

濮

曹

濟

之

間

皆

積

久

而

後

成

功

或

至

臨

塞

躬

勞

萬

乘

今

黄

陵

岡

諸

口

潰

決

巳

歷

年

且

其

勢

洪

濶

奔

放

若

不

可

爲

而

築

塞

之

功

顧

未

盈

二

時

此

固

諸

臣

恊

心

夫

匠

用

命

之

所

致

然

非

我

聖

天

子

至

德

格

天

水

靈

効

職

及

宸

斷

之

明

委

任

之

專

豈

能

成

功

若

是

速

哉

臣

職

文

字

覩

其

惠

政

誠

不

可

以

無

紀

乃

謹

摭

其

事

撰

次

如

右

且

繫

之

以

詩

曰

中

州

之

水

河

其

最

大

龍

門

底

柱

猶

未

爲

害

太

行

旣

北

平

壤

是

趨

奔

放

潰

決

遂

無

寧

區

粤

稽

前

代

築

修

屢

起

子

宣

房

實

肇

其

始

皇

明

啟

運

亦

屢

有

聞

安

平

黄

陵

奏

決

紛

紜

壞

我

民

廬

損

我

運

道

帝

心

憂

之

成

功

欲

蚤

乃

命

憲

臣

乃

弘

廟

謨

諄

諄

戒

諭

兾

効

勤

劬

功

不

且

上

復

遣

近

侍

繼

以

勲

臣

同

徃

治

三

臣

恊

力

兼

采

羣

謀

晝

夜

焦

勞

罔

或

暫

休

旣

分

别

支

以

殺

其

勢

遂

遏

洪

流

永

堅

其

閉

水

由

故

道

河

患

斯

平

運

渠

無

損

舟

楫

通

行

工

畢

來

聞

帝

心

嘉

悅

加

祿

與

官

恩

典

昭

赫

惟

兹

大

役

不

曰

告

成

咸

招

之

由

天

子

聖

明

天

子

聖

明

化

行

德

布

匪

直

河

水

萬

靈

咸

附

殊

方

異

域

靡

不

來

王

以

漕

以

貢

億

世

無

疆

七
年
都
御
史
徐
恪
上
修
河
疏
其

略

曰

去

孫

家

渡

口

及

賈

魯

舊

河

使

之

南

注

以

殺

水

勢

功

成

矣

不

意

夏

秋

水

盛

而

滎

澤

之

流

遂

淤

且

水

勢

趨

北

似

難

挽

囘

蹙

陵

水

而

賈

魯

之

河

亦

壅

今

不

亟

力

爲

之

以

續

前

修

則

不

惟

隳

黄

陵

岡

之

功

實

以

速

張

秋

之

患

耳

然

黄

陵

岡

口

旣

塞

河

必

南

決

而

陽

武

以

至

考

城

俱

當

下

衝

城

郭

人

民

必

爲

墊

溺

若

止

保

全

運

河

不

及

地

方

生

靈

恐

非

朝

廷

以

仁

治

天

下

之

本

意

也

今

南

北

兩

岸

隄

防

決

口

皆

當

修

築

夫

匠

糧

料

之

費

動

以

萬

計

近

河

南

洊

罹

災

傷

人

民

失

業

安

閒

優

養

尚

不

聊

生

若

加

之

科

差

必

難

堪

命

請

假

九

江

淮

揚

等

處

鈔

折

銀

及

□

州

蕪

湖

等

處

抽

分

鈔

銀

各

萬

兩

以

偹

修

河

之

需

庶

水

患

可

除

而

國

計

生

民

兩

無

所

損

矣

疏

上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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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二
十
四

正
德
四
年
河
決
楊
家
口
侍

郎

崔

巖

乃

於

祥

符

董

盆

口

寧

陵

五

里

鋪

各

開

地

四

十

里

按

黄

河

故

道

引

水

由

鳳

陽

逹

亳

州

又

孫

家

渡

故

道

十

餘

里

引

水

由

朱

僊

鎭

至

州

而

各

入

于

淮

疏

賈

魯

舊

河

四

十

餘

里

以

殺

水

勢

築

梁

靖

口

下

埽

以

防

衝

決

會

霪

雨

暴

漲

新

築

䑓

埽

遂

蕩

然

無

遺

矣

八
年
侍
郎
趙
璜
疏
分
水
須
水
二
河
先

是

崔

巖

功

弗

就

河

遂

衝

決

益

甚

至

是

璜

乃

於

滎

澤

東

分

水

河

鄭

州

西

須

水

河

疏

亳

州

河

渠

至

是

水

勢

漸

殺

不

爲

害

嘉
靖
五
年
都
御
史
盛
應
期
疏
趙
皮
寨
河
弗
就
應

期

吳

江

人

以

薦

起

爲

都

御

史

總

理

河

道

時

工

部

郎

中

柯

維

熊

與

之

偕

維

熊

言

於

應

期

曰

上

厲

精

中

興

明

公

起

自

閒

廢

宜

大

有

樹

立

以

荅

休

命

應

期

日

諾

乃

謀

疏

趙

家

寨

支

河

綿

亘

百

里

以

濟

運

道

是

時

趙

皮

寨

爲

上

流

其

地

視

河

高

尺

而

其

土

又

皆

沙

也

隨

疏

隨

淤

久

之

功

弗

成

應

期

憂

之

日

夜

止

宿

水

次

復

益

夫

萬

治

之

益

弗

就

百

姓

怨

咨

於

是

應

期

坐

論

免

歸

七
年
學
士
霍
韜
上
治
河
疏
其

略

曰

臣

前

過

徐

州

聞

議

者

欲

引

河

自

蘭

陽

注

于

宿

遷

以

爲

可

殺

河

勢

庶

徐

沛

不

致

泛

溢

運

道

不

致

沙

淤

也

夫

水

溢

徐

沛

猶

有

吕

梁

二

洪

爲

之

束

捍

東

北

諸

山

爲

之

防

垣

水

勢

所

及

尚

有

底

極

若

引

河

自

蘭

陽

注

宿

遷

則

歸

德

諸

處

河

溢

奔

潰

將

郡

一

壑

其

患

不

止

於

徐

沛

二

州

縣

而

巳

也

莫

若

自

河

陰

原

武

孟

津

懷

慶

之

間

擇

地

形

便

導

河

入

衛

河

冬

春

水

平

則

漕

舟

由

江

入

海

沂

流

至

於

河

陰

順

流

至

於

衛

河

沿

流

至

于

天

津

夏

秋

水

迅

則

仍

由

徐

沛

以

逹

天

津

庶

可

以

獲

運

舟

兼

濟

之

便

矣

三
十
有
二
年
夏
四
月
遣
工
部
侍
郎
吳
鵬
來
視
趙
皮
寨

孫
家
渡
二
支
河
初

河

決

曹

縣

都

御

史

詹

欲

殺

水

勢

乃

上

疏

請

開

趙

皮

寨

之

支

河

計

役

夫

八

萬

有

竒

明

年

都

御

史

胡

松

上

疏

請

開

孫

家

渡

之

支

河

計

役

夫

六

萬

有

竒

二

疏

俱

下

河

南

山

東

撫

按

藩

臬

臣

皆

議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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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通
志
河
防

卷
之
第
九

二
十
五

萬
曆
三
十
一
年
河
決
歸
德
都
御
史
曾
挑
北
河
引
河
入

淮
謝

肇

淛

曰

當

決

歸

德

時

所

害

地

方

不

多

時

議

皆

欲

勿

塞

山

東

河

南

二

中

丞

議

論

不

合

廷

推

卽

以

河

南

中

丞

曾

督

河

道

不

使

齊

人

有

異

議

也

旣

開

新

河

而

初

開

之

處

深

廣

地

式

迤

而

南

反

淺

而

狹

議

者

又

憂

之

下

流

反

淺

何

以

能

行

况

所

決

河

廣

八

十

餘

丈

而

新

開

僅

三

十

丈

勢

必

不

能

容

泛

溢

之

患

在

所

不

免

而

一

董

役

者

奏

記

督

府

若

河

流

旣

廻

勢

若

雷

電

藉

其

自

然

之

勢

以

衝

之

何

患

淺

者

之

不

深

乎

督

府

大

以

爲

然

遂

下

令

放

水

不

知

黄

河

濁

流

下

皆

淤

沙

流

勢

稍

緩

下

巳

淤

過

半

矣

一

夕

水

漲

魚

䑓

單

縣

豊

沛

之

間

皆

爲

魚

鱉

督

府

聞

之

驚

悸

暴

卒

崇
禎
十
六
年
九
月
河
決
入
渦
河
先

是

四

月

闖

㓂

李

自

成

圍

汴

決

河

灌

汴

水

但

遶

城

隍

而

已

九

月

十

七

日

夜

雨

大

風

河

自

朱

家

寨

南

決

壞

汴

北

門

及

曹

宋

二

門

而

出

南

入

於

渦

皇
淸
順
治
元
年
夏
河
自
復
故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