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代各族人民对河西走廊的开拓经营，是中华

民族壮丽史诗的一部分。其中，河西走廊的水利开

发始终对这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走廊”发

挥着生死攸关的支撑作用。在汉唐时期，水利支持

着河西走廊巩固郡县制度；在清代，水利支持河西

走廊成为中央王朝经略西北边疆的重要基地；近代

以来，水利又支持河西走廊在民族复兴进程中承担

重要角色。

历史上，河西走廊在地缘战略中的“国家性”，

决定了水利活动的“国家性”特征尤为显著。而水

利在干旱区社会经济中的先决地位在某种程度上

加深了国家对区域社会的强力干预，这也是一两千

年来河西走廊水资源开发活动背后的基本政治与

社会逻辑。

“有水此有木，有木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

此有用。”民国时期，在河西走廊民间流传着这样的

说法，而中国地政研究所的年轻人到这里调查，则

得出了“本区政治之改良须自水利之改良始”的结

论。这分别对应着河西走廊水利活动的两个基本

组成部分：一为水资源的获取，体现为工程建设；一

为水资源的分配，体现为水权管理。历史而今，水

利活动从来不是单纯的工程或经济问题，其背后有

着深刻的“水利—政治”和“水利—社会”关系。河

西走廊整体上气候干旱，水利活动在其社会经济活

动中尤其具有先决地位。要深入理解河西走廊作

为“国家走廊”的历史，理解各族先民在这条绿洲带

上的奋斗经历，必须从深入理解水利事业的历史开

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沟洫兴、、、、、、、、、、、、、、、、、、、、、、、、、、、、、、、、、、、、、、、、、、、、、、、、、、、、、、、、、、、、、、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郡县立：：：：：：：：：：：：：：：：：：：：：：：：：：：：：：：：：：：：：：：：：：：：：：：：：：：：：：：：：：：：：：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汉唐时期河西走
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廊水资源开发的勃兴

河西走廊是一个狭长的地理单元，在祁连山与

走廊北山的夹峙之下，从东南向西北延伸达1000

多千米。这里的多年平均降水量从武威地区的

200毫米逐渐下降到敦煌地区的50毫米，多年平均

蒸发量则从1400毫米递增至2000毫米以上，其西

端与素有“亚洲旱极”之称的罗布泊相连，走廊由此

成为我国最为干旱的地理区域之一。幸运的是，发

源于祁连山区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河

及其大小支流穿过走廊，形成武威、张掖—酒泉、玉

门—瓜州—敦煌三大绿洲区域，为人类在这里开展

农业生产并形成聚落提供了宝贵的水资源支持。

一部河西走廊开发史，就是内陆河水资源的利用

史。

近年的环境考古研究表明，距今4000多年前，

河西走廊已发展出原始农业，这里是我国除新疆地

区外较早种植小麦的地方。由于气候干旱，河西走

廊上有史料可考的农业发展都离不开灌溉。公元前

2世纪，西汉王朝驱逐匈奴占领此地后，酒泉等地修

建了渠道灌溉农田，《史记·河渠书》中就此专门留有

一笔，而班固的《汉书》中则记载了西汉时期张掖附

近的大型灌溉工程——千金渠。可以说，河西走廊

实施大规模水利开发的过程，与之纳入汉王朝郡县

体制的进程几乎同步。

汉代河西走廊的水利事务实行严格的层级管

理。郡级水利事务由“都水官”或“主水史”负责，同

时有来自中央的秩次较低的“水部掾”参与水资源

管理。“都水官”的副手或称为“水长”，下属以方位

命名为若干“部都水”。县级水利事务则由“平水

史”以及“监渠佐史”负责。由于屯田区域的大量存

在，汉代河西走廊还有一套与郡县水利系统并行的

军事化水利系统，以“穿渠校尉”统辖“治渠卒”负责

水利事务的模式广泛存在。水利职官系统的运行

是汉王朝管理河西走廊水利事务的重要手段。从

该区域出土的汉简所涉灌溉事务片段可以推测，在

汉代河西走廊诸内陆河的沿岸、上下游之间已形成

复杂的水资源分配体系。因此，对水利职官而言，

在兴建与维护灌溉工程之外，维持灌溉秩序、处理

用水矛盾可能是其更重要的日常工作。

在汉王朝崩溃后长达300余年的动荡时期，

河西走廊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焕发出耀眼的光

彩，不但在中原战乱频仍之时成为北部中国为数

不多的安定繁荣区域之一，更成为保存中原文化、

实现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基地。这一切如果离

开了水利工程及其管理系统的支持是无法想象

的。虽然缺乏更多的直接文献，但从古代垦区的

自然环境可以推知。《晋律注》残片出土的花海地

区是一个湖泊、沼泽、荒漠并存的典型干旱区盆

地，水体含盐量高，土壤极易盐渍化。大量移民流

入此地，必须要通过修建渠道引来灌溉淡水，同时

排干沼泽、冲洗盐碱，耕种活动才有可能展开。在

走廊东部的武威绿洲，千里亲征至此的北魏太武

帝拓跋焘对该地的富庶曾发出由衷的感慨。除当

地拥有良好的局部水环境之外，汉魏五凉时代灌

溉工程的兴建亦功不可没。

至隋唐时期，中国又一轮统一盛运到来，河西

走廊也成为当时中国最为富庶的区域之一，水利活

动再度达到一个新高潮。在工程建设方面，在肃州

（酒泉），刺史王方翼利用黑河支流讨赖河水建成了

复杂的环形沟渠系统，兼收灌溉与防御之利；在唐

朝屯驻重兵的瓜州地区，渠道体系如树枝状展开，

甚至吐蕃在一次入侵后还不忘对起到控制功能的

渠堰进行专门毁坏。这些渠道至今在卫星地图上

仍然历历可见，是世界文化遗产锁阳城遗址点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水利管理方面，发现于莫高窟藏经

洞的敦煌文书是中国古代水利法规的一大渊薮，迄

今最早的全国性水利法规《开元水部式》、最早的区

域性灌溉章程《沙州敦煌县行用水细则》皆在其

中。以敦煌为代表的唐代河西走廊水利管理，已经

形成一套次序清晰、责权完备的灌溉秩序，水利事

务与赋役征调活动密切联系，同时围绕工程维护等

活动形成了具有一定民间自治特征的“渠社”组织，

国家、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分别扮演着各自不同的

角色。在唐代，水利活动对绿洲区域社会的支撑作

用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虽然中国历代版图屡有盈缩，但河西走廊多数

时候是“郡县”治理区域在西北方向稳定的末梢。

在古代中国多元化的治理结构中，郡县体制的主导

地位与农业区域的优势地位大体上一致，郡县区域

的扩张往往以农业区域的扩大为前提，汉唐时期设

立的许多边郡一度因为未能发展出稳定的农业而

罢废。而河西走廊则不然。一方面，要在气候干旱

的河西走廊发展农业，无灌溉不能耕种，而一旦获

得灌溉之利，这里的绿洲农业则具有比雨养农业区

更稳定的产量保障。水利工程支撑了稳定的农业，

在区域政治整体稳定的前提下也就支撑了稳定的

郡县制。另一方面，在汉唐中央王朝强盛之时，从

中央到地方的水利职官系统紧密掌控了水资源分

配事务，这也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与塑造作

用，以及对地方社会的调适。在这些历史时期，不

论籍贯系于何处、血缘属于何族，人们要在这里经

营农业就必须依靠灌溉，必须接受水资源分配体

系，同时也接受了国家的治理逻辑，这无疑有助于

郡县制下编户齐民结构的稳定和边疆社会的整

合。水利带来稳定的农业基础和较高的社会整合，

使得河西走廊在中原动荡时期虽数度“孤悬”，却保

持了基本的社会稳定。伴随着汉王朝的瓦解，中原

社会进入世家大族与地方豪强引领风骚的时代，河

西走廊的社会迅速跟进，河西大族亦成为乱世舞台

之中的重要力量，有时甚至扮演主角。虽然缺乏直

接的史料支持，但水利兴修带来稳定的农业社会基

本格局，是河西走廊在社会演化的大方向上基本与

中原保持同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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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世纪后半叶，河西走廊为吐蕃攻占，后

不久即纳入西夏治下。近500年间，河西走廊不在

中原王朝的管辖之内，但西夏等区域性政权并未放

弃对河西走廊的水利开发。元朝统一后，数度兴起

屯田，在张掖等地有很多具有蒙古语特色的渠道名

称沿用至近代。由于族群结构的变化，该区域人文

景观亦随之变化。

明代在河西走廊中东部地区改良或新建了大

量渠道，因此，当代河西走廊多数灌区的清晰发展

脉络只能上溯至明初而非汉唐。沿用至今的“某某

坝”“某某沟”既是渠道之名，也是村落之名，更是完

整的赋役单位之名。明代后期，明王朝开始广泛

推行“一条鞭法”，以地亩统一折算赋役的政策导

致河西走廊上形成了“以田赋确定水权”的制度。

这种安排在理论上通过地权把水权和赋役相关

联，因为耕种土地越多则缴纳赋役越多、耗水亦越

多。但由于河西走廊地广人稀、缺水不缺地，“以

田赋确定水权”制度实际上导致水权和赋役直接

挂钩，水权、地权加速分离，契约文书中“卖地不卖

水”的现象屡见不鲜。水权和赋役直接挂钩也使

得政府征调更为可靠简便。笔者通过对近代水利

文献的收集和归纳发现，在河西走廊的一些地方，

水权不但可以单独交易，还可以用于抵押，在婚嫁

中下聘纳彩，甚至具有了一定的通货功能。与此

同时，一些地方政府设立了“管水老人”，把每个赋

役单位内的日常水利事务交由民间自行办理，地

方政府不再设置复杂的水利职官体系，更倾向于

承担新渠开凿和裁决纠纷的职责。河西走廊上的

这种情况与中国水利管理体制自宋元以降的大趋势

相吻合：国家退出除治理黄河、维护运河等大型工程

之外的日常水利事务管理。在明代的河西走廊垦

区，地方社会在水利事务中的自主性大为加强。

然而，在另一方面，汉代对屯田和民田的双轨

管理制度在明清依然存在，特别是清代屯田大规模

展开之后。从康熙末年开始，清廷为经略西域在河

西走廊全境大兴移民屯田，在新屯田区普遍推行军

事化的水利管理措施，设置水利同知、水利通判、水

利把总等各类职官。这些职官实际上成了“以水为

纲”治理逻辑下的地方民事长官。短时间内的大规

模水利建设，使得清代河西走廊的人口数量和灌溉

面积激增，达到了汉唐之后的历史最高峰。同时，

河西走廊水利事业在技术上也取得了某些进步。

近年来的文物普查结果与新整理文献显示，大型山

地引水系统的运用扩展了河西走廊的灌溉面积，引

水效率更高的有坝渠首也开始代替无坝渠首。乾

隆后期，河西走廊的经济社会发展虽不复汉唐时期

河西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但较之明代河西的萧索边

地景象已大为改观。河西走廊再次成为中原王朝

控驭西域的可靠后方。

伴随着清代水利开发的推进，河西走廊诸流域

的用水矛盾开始显现，建立细致的区域水权制度迫

在眉睫。地方社会在此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需要注意的是，河西地方社会推动建立区域水

权制度的途径是在采取械斗这种古老方式之外，通

过持续不断的“上访”，最终引来上级政治力量的直

接干预。到清代为止中国最大规模的全流域轮灌

方案——康熙、雍正年间逐渐形成的黑河均水制

度，即是川陕总督年羹尧、岳锺琪等不断处理地方

“上访”活动的结果。

因此，在清代，国家即使退出了在老垦区的日

常水利活动，仍然通过直接掌控屯田区的灌溉事务

以及全流域的区域水权分配来实现对地方社会的

调控：在大型灌区，地方政府通过控制总引水口来

实现在区域水权分配中的主导功能；以各级龙王庙

为中心、由政府主导的祭祀体系，则体现出各个水

利共同体在象征和事实层面对这种秩序的服从。

在清代的河西走廊，民间社会围绕水资源的博

弈或互动常常因为其中一方引入政府的强制性力

量而夭折，屯田区域多次借“皇渠”名义在纷争中取

得优势地位。因此，尽管同属亚洲大陆腹地的绿洲

地带，近代河西走廊绿洲却表现出与新疆绿洲、中

亚绿洲都不尽相同的社会特征，政府对水资源分配

的干预与调控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代的河西走廊水利开发

还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汉唐

时代的河西走廊实际上是一个农牧并重的地区，在

绿洲上以农业生产为主，但整个走廊地区仍有许多

民族保持着牧业生产。至明清时期，农业成为河西

走廊上的主要生产方式，许多少数民族部落开始接

受灌溉农业。据清初《秦边纪略》的作者梁份观

察，祁连山各山口附近的许多少数民族会“引水灌

田”，明末内迁肃州的关西七卫部族中也有相当一

部分人口改营农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这些人

口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与河西走廊上的汉族相融

合，仅在姓氏与生活习惯方面保留了原先民族的

些许痕迹。另一方面，在走廊边缘地区，实行灌溉

农耕的汉族与游牧的少数民族围绕水源林的保护

也产生了复杂但积极的互动，为各民族之间的友

好相处奠定了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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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河西走廊成为重要的国际交

通孔道和出产石油的大后方，其战略地位骤然跃

升，加快区域建设被提上日程，水利事业尤受关

注。自1942年起，国民政府每年拨专款支持河西

水利建设。1944年，时任中央大学水利系主任原

素欣带领一批青年骨干远赴酒泉，修建了中国第一

座现代化大型土石坝——鸳鸯池水库大坝，当时被

誉为“全国第一水利工程”。抗战胜利后，水利专

家黄万里出任河西水利工程总队队长，对河西走

廊大小30余条河流以及地下水的开发状况进行

了系统调查，对水利开发远景进行了科学规划，形

成近百册调查规划书。这是1949年以前中国干

旱区最为完备翔实的水利工作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西走廊的水利事业

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经过30年

的努力，至改革开放初期，河西走廊现代化灌溉网

络初步建成，水利保障能力位于西北前列，有力支

持了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

同时，区域内长久以来的水利纠纷大部分得到了根

本解决。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

30年间，河西走廊水利建设的基本方向是在政府

对水利事业全程调控之下初步实现水利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河西走廊的水利建设进入了新

时期，从1998年到2010年，国家先后出台三个干

旱区重点流域水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河

西走廊全境成为全国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的重要区域。国家一方面加强主干水利工

程建设，另一方面在坚持水权国有的前提下引入市

场化的水权分配与流转机制，即通过将水资源使用

权分配给用户并引入交易机制的办法大力挖掘社

会的节水潜能，同时实施严格的生态水量下泄制

度。经过20年治理，河西走廊初步扭转了生态恶

化趋势，同时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

目前，中国第一个大型信息化灌区在河西走廊

的疏勒河流域建成，第一个基于移动客户端的实时

水权交易系统在石羊河流域率先运营，河西走廊现

代水权体制建设与水利信息化水平跻身国内甚至

世界先进行列。在当前诸多国家和地区遭受缺水

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生态恶化之苦时，河西走廊治水

事业成绩显著，这一切无不是在宏观战略布局和地

方人民的奋斗中展开的。近年来，河西走廊成为中

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通

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而

水利事业的不断发展仍然是重要的支柱与先导。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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