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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患不绝，皇帝祈天求雨停

《天下长河》开篇描绘的是康熙帝二十余岁的事

情。康熙十五年（1676），康熙帝决意平三藩，并派出

六十万大军前去讨伐吴三桂。但大雨阻隔，前线将士

缺少粮食，后方还到处闹水灾，一片饿殍遍野之景。

康熙帝手足无措，只能跑上景山，求老天爷开眼不要

再下雨了。康熙朝治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帝继

位之初、尚未亲政之时，早年治河最为紧迫地区便是

直隶。

其实，康熙朝治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帝继位

之初、尚未亲政之时。而康熙朝早年治河最为紧迫地

区确实是直隶。随着康熙帝的亲政，全国局势已趋稳

定，财政状况也有所好转，清廷开始将直隶地区水利

兴修的任务提上日程。

一位名臣上书皇帝，时任直隶巡抚李光地在《请

修直隶水利硫》对康熙帝直陈“必先去水之害，然后可

以兴水之利也”，提出先除水患的重要性。康熙帝听

取了他的意见，多次诏谕有关官吏对永定河等沿河易

决之堤防加以修整。

康熙三十七年（1698），直隶巡抚小于成龙在南北

两岸加筑了石堤，针对下游排水不畅的问题修建了引

河，后康熙帝亲自前往阅视，命名为“永定河”，早期以

永定河的整治成效最为显著，沿岸农业生产条件大为

改善，人民生活安居乐业。

康熙帝不仅任命能臣总督河道，并不时派朝臣或

内臣巡视河工，还令河臣进呈河图，在宫中时时研读

河图与治河之书，亲自探究治河之道，并经常与大学

士、九卿等朝臣阅图议事、筹议良方。康熙帝对河图

运用的重视，为后续治理黄河河患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治水之功，不敌朝堂之争

黄河自北宋改道、下游南迁、夺淮入海以来，豫

东、皖北及江苏部分地区水灾连绵不断。至清初，因

泥沙大量沉积，河床越来越高，水患也愈演愈烈。清

顺治元年至康熙十六年间，黄河夺淮入海之灾的次数

多达90起。因此，康熙朝的治河重点在海河水系之

余，还包括黄、淮河的治理。

康熙年间陆续筑成了洪泽湖蓄淮水堤坝工程，恢

复淮扬运河，对长江水系的河工进行大量改善。而其

中最为有名的治水名臣就是《天下长河》里的靳辅与

陈潢两人。

靳辅是盛京辽阳人，隶汉军镶黄旗。他在顺治朝

时便担任内阁中书，康熙十年（1671）授安徽巡抚，参

与平定三藩。可以说，靳辅仕途可谓一帆风顺，那么，

为什么他会在担任安徽巡抚六年后，被任命为河道总

督来管理河工呢？这与明珠分不开关系。

明珠全名纳兰明珠，是清代词人纳兰容若之父，

历任内务府总管、太子太傅等要职。靳辅正是受时任

吏部尚书明珠举荐，仕途顺遂当然毫无悬念。但任何

事情都有两面性，靳辅也就很自然地被划为明珠一

党。

陈潢是浙江钱塘人，靳辅的得力助手，精通地理

之学。年轻时多次前往宁夏、河套等地考察，为之后

多年治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靳辅结识之后陈潢，十

分器重他，二人从此搭档，齐心治水。

当靳辅从安徽巡抚调任河道总督时，正值黄河、

淮河泛滥严重。这种形势对本就对治河不甚了解的

靳辅可谓是非常困难的开局。在陈潢的帮助下，二人

调查走访，分析黄淮形势，向皇帝连上八疏，陈情自己

的观点，即“治河之道，必当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

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而后可无弊也”。

靳辅的这一计划正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遥相呼

应。康熙二十二年（1683），随着台湾的收复，清朝的

统治稳定了下来，河道治理得以继续深入。经过六年

的治理，淮河下游地区的水患有所减轻，治河成效显

著。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第一次南巡途中召

见靳辅，褒奖其治水之功，还奖励了陈潢，并授予他职

位。

而经过多年经验积累，靳辅对治河的认知也上升

到了新的高度。靳辅认为，黄河河南段地处上游，如

果河南河道不畅，连绵绝口，下游的江南河道一定会

积淤不断，难以治理。于是，靳辅将治河重心转移到

黄、淮河的中游地区。他们的治水模式大致遵奉明代

潘季驯“束水冲沙”之法，再结合具体形式进行了改

进。

看起来康熙帝似乎对靳辅信任有加，但事实真是

这样吗？

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以治理江苏中部湖区

水害之名，提升安徽按察使小于成龙管理下河河务，

令靳辅节制小于成龙。小于成龙执行的是康熙提出

的浚深河床排水入海的方案，但是靳辅则提出异议。

靳辅治河多年，经验丰富，但小于成龙用的可是康熙

提出的方案，二人甚至在朝堂上互相人身攻击，令康

熙帝大为光火。

本来事情发展到此阶段，双方还只是治河意见分

歧，处于技术层面。但是，科道官郭琇这时候却突然

出现上奏康熙帝，弹劾靳辅，甚至直接牵扯到了明珠

本人与其党羽。郭琇是何人？他又为何这么做呢？

康熙一朝，科道官的职责是纠劾百官、稽考庶政。

同时，康熙帝还授予他们“风闻言事”的职能，可以将

未经证实的情况或传言上奏给皇帝。因此，郭琇必须

得体察上意，才能获得皇帝青眼，扶摇直上。

郭琇是个“聪明”人，他从靳辅与小于成龙的斗争

中感受到了康熙帝对河政的不满。由于明珠提携靳

辅成为河道总督，他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河政一事应该

掌握在明珠手中，而非康熙帝。显然，这引起了康熙

帝的不满。郭琇察觉到了这一点，就利用两人间的矛

盾，化为康熙帝的一把好刀。

郭琇借治河纠纷攻击靳辅与其恩主明珠的行为，

将技术问题转化成一场政治风波。靳辅被攻击为党

附明珠，以“治河无绩”而被弹劾。陈潢也未能幸免，

下狱后病死狱中。康熙三十一年（1692），靳辅复职，

当年病逝。病逝前，靳辅也没忘记为陈潢平反。清初

对黄河的治理终究还是随着二人生命的消逝而告一

段落。

从靳辅继任河道总督到60岁身故，靳辅将人生

的最后十五年都致力于治河之中。通过靳陈二人的

治理，黄河夺淮之患大为减轻，淮河流域不少黄泛区

得到了治理与开发。如苏北一带长期为水患所困，过

去因黄河决口而淹没的大片农田经治理后，变成了沃

土，改善了沿岸地区百姓的生产生活。

上阵父子兵，治河后继有人

靳辅去世后，康熙帝虽多次换帅治核，但效果欠

佳。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帝平定准噶尔部的噶

尔丹之乱，余内忧而无外患，于是更多的精力被放在

了治河之上。同年，康熙帝任命小于成龙为河道总

督。次年康熙帝第三次南巡，亲自制定了治河计划，

但小于成龙却自恃清廉和治理永定河有功，对康熙帝

态度不佳，对其旨意也糊弄了事。

康熙三十九年（1700）小于成龙在任上病故，康

熙帝便启用两江总督张鹏翮继任河督。张鹏翮是一

位能臣，他积极向前人学习治河经验，借鉴了李冰治

理都江堰“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的经验，运用了“逢弯

取直”的治河方法。张鹏翮继承了靳辅的成果，并将

治河经验写成《治河书》十卷，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坚

实的物质基础。

康熙帝晚年，因年龄与废太子事件的刺激，已无

心力南巡视察黄河河工。他曾评价自己任用的三个

河督：“治水如治天下，得其道而治，不可用巧妄行，靳

辅善于治河，惟用人力；于成龙心计太过，张鹏翮但遵

旧守成而已。”

康熙朝后期吏治松弛，河政也不例外。这种情况

最终导致了康熙朝后期，黄河数度决口，堵修诸工，成

效甚小，甚至甫堵又决，为患甚大。

雍正帝即位后，他整顿吏治，改去积弊，任命齐苏

勒为新任河道总督。齐苏勒为官十分谨慎，他吸取了

靳辅深陷康熙朝党争的教训，并未参与隆科多、年羹

尧的朋党，也因此得以善终。

雍正二年（1725），嵇曾筠被任命为副总河，管理

河南河务。嵇曾筠成为新的治水大家，自他治理河南

黄河后，几十年不再出现漫决一事，而他的宝贵经验

最终演化为一套颇为完善的河工修守制度，被推广到

山东以及江南等地，从而推动了清代河工制度的进一

步发展。嵇曾筠之子嵇璜也是治水大家，父子二人同

精于治河，是一代佳话。更庆幸的是，靳辅与陈潢最

终没有被世人遗忘，他们未竟的事业中终有人接过棒

来完成。

回顾康熙朝六十余年里，治河历史深受党争影

响，治河效果与多次政治事件交织在一起，时好时坏，

生动地展现了治河人物与政治之间丰富的互动关系。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有删节）

治水如治天下
揭秘《天下长河》背后的真实历史
最近，电视剧《天下长河》热播，有人说是半部《康熙王朝》与半部《天下粮仓》，反映了康熙朝重大政治事件背后持续

存在的水患问题。康熙帝将“河务”作为治政的三件大事之一。官员们治河的故事与康熙朝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在

一起，放眼几乎覆盖整个康熙朝的治河历程，背后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得精彩！

高价收购：旧字画、旧书、旧扇骨、
旧照片、旧纸币、紫砂壶、墨、像
章、酒、旧家具、旧旗袍等留之无
用，弃之可惜的旧物。
上海收藏协会资深鉴定员龚文君
苏州市五卅路 89号（大公园对面）

13701706146；上海市建国西路
750号，021-6321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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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极危鸟类“爱”上苏州

“拍到的时候感觉是青头潜鸭，很惊喜。”园区摄

影爱好者黄建明在参加一次观鸟采风活动时，偶然

阳澄湖园区水面拍到了一种从没见过的水鸟。他说

这种鸟看上去像一种鸭子，但又与别的鸭不同。上

体呈黑褐色，下背和两肩杂以褐色虫蠹状斑，腹

部白色，与胸部栗色截然分开，并向上扩展

到两肋前面，下腹杂有褐斑，两肋羽毛淡

栗褐色，具白色端斑。他立即将视频资

料提供给鸟类专家进行鉴定核实。经专

家确认，这是园区首次发现青头潜鸭活

动。

“青头潜鸭看起来圆鼓鼓的，脑袋也

是圆头圆脑，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雄性的

头和颈都是黑色，但具有绿色光泽，如果角度

合适，那是相当的漂亮。”过去几年，苏州湿地自然

学校调研员周敏军曾多次在苏州观测到青头潜鸭。

“2017年我们在吴江的太湖边观测到了青头潜

鸭，2020年在太湖畔的渔洋山取水口看到了它们，

去年它们还出现在常熟的昆承湖，那也是我们第一

次在常熟观测到青头潜鸭。这次也是第一次在园区

观测到它们的身影。”在周敏军的眼中，这种极度濒

危的鸟类长得有些可爱，但是每次出现的数量并不

多，“每次基本都在5只以下，它们通常会和别的鸭

混在一个大群里。”

青头潜鸭（Aythya baeri）是雁形目鸭科潜鸭属

水鸟，体长约45cm，胸深褐色，腹部两胁白色，主要

繁殖于我国东北地区，在华南大部分地区越冬。由

于栖息地破坏和过度狩猎等原因，青头潜鸭的数量

在近30年间急剧下降，1994 年升级为易危，2008

年濒临灭绝，于2012年被正式列入《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危物种。

根据2020年全国青头潜鸭越冬期同步调查结

果，青头潜鸭数量仅存1500只左右。2021年，青头

潜鸭被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

青头潜鸭对水环境很“挑剔”

“它们一般栖息在我国北方地区，通常每年10

月中旬开始飞往南方越冬。主要越冬地在长江中下

游、华南。”周敏军介绍，青头潜鸭主要分布于我国境

内，无论是在繁殖季节还是冬季。少数繁殖鸟类也

已知留在俄罗斯东南部，少数个体也在其他国家过

冬，如缅甸、孟加拉国和日本。从历史上看，该物种

的分布范围要广得多，在南亚尤

其是孟加拉国、缅甸和泰国有重要

的越冬集中区。不幸的是，最近这些国

家并没有出现大型越冬群，仅在我国有大型的繁殖

群。

与雁类、部分河鸭类不同，青头潜鸭的生活史几

乎完全依赖河湖、库塘等淡水环境，其种群数量可以

被视为淡水环境健康的指示标。

“青头潜鸭不仅要求水质干净、水面开阔，还要

有丰富的食物，它们是鸭子中的潜水健将，能敏捷地

潜到四米深的水下觅食。”周敏军分析说，青头潜鸭

头大嘴宽，青头白眼，板栗色的花纹，是一种美丽而

羞涩的鸟类。它们喜欢隐藏在高草丛中，以水生植

物和鱼虾贝类为食。如果水环境好，没有食物它们

也不会来越冬。”

它们喜欢在水生植被丰富的湖泊周围繁殖，在

茂密的草丛，淹没的草丛草甸或淹没的灌木草甸中

筑巢。在辽宁省，它通常出现在植被茂密的沿海湿

地，或森林环绕的湖泊和池塘周围。在冬季，它会在

相对稳定的淡水湖泊和水库越冬。

除了青头潜鸭，越来越多的鸟类选择在苏州“安

家”。目前苏州记录到的鸟类最新数据是409种，根

据苏州市林业站陆生野生动物调查结果，苏州记录

到的鸟类中，中国特有种有5种，分别为：灰胸竹鸡、

黄腹山雀、银喉长尾山雀、乌鸫、宝兴歌鸫。而根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1年对国家级保护动物目录

进行的调整，在苏州记录到的鸟类物种中有一级保

护动物17种，包括青头潜鸭、中华秋沙鸭、白鹤、白

头鹤、小青脚鹬等，另有二级保护动物76种，省重点

保护动物127种。

同时，依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

种红色名录，苏州受威胁鸟类物种为28种，其中属

于“极危”的有青头潜鸭、爪哇金丝燕、白鹤、勺嘴鹬

等4种，属于“濒危”的有棉凫、中华秋沙鸭等9种，属

于“易危”的有鸿雁、小白额雁、斑胁田鸡等15种。

另外，还有“近危”鸟类48种。

这个冬天来苏州观鸟吧！

“近十年，苏州一直在做湿地保护和鸟类栖息地

生境修复的工作，对鸟类栖息数量的增加非常有利。

但是这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持续努力，才会有质的飞

跃。”周敏军举了一个例子，台湾的关渡自然公园在

经历2、30年的生态修复之后，鸟类数量增加了50%

以上。“相对来说，苏州开展得比较晚，但走得比较

快。”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曾经极其小众的观鸟圈

一直在不断扩大中。“这与经济水平的提高密切相

关，特别是家长对孩子教育理念的提升，让他们更愿

意让孩子一起加入对自然的观察行列。”周敏军介

绍，根据相关研究，许多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小

时候都曾热爱或者参与过自然观察活动，也养成了

他们对所有事情保持好奇和观察的习惯。

他所在的湿地自然学校，经常对开展讲座、线下

观鸟、拍摄科普视频、网络直播等活动，目前已经辐

射超过10000人次，其中最多的就是青少年。“最近，

我们不定期在太湖边搞公民科学家的活动，每次名

额只有 20个，都需要线上‘秒杀’名额，非常受欢

迎。”

当然，想要加入观鸟的行列，完全可以自学。在

苏州，湖泊湿地众多，观鸟并不讲究时间，一年中任

何时候都能进行，但如果想观察鸟类的迁徙行为或

者看更多种类的鸟，春秋季是最佳时间。“观鸟的门

槛很低，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跟我们一起举起望远镜，

随着这些可爱的生灵一起去翱翔吧！”（下转06版）

“鸟中大熊猫”连续三年“安家”苏州

生态好不好，鸟儿说了算
文/夏天 图/由周敏军提供

这个时节，“一路向南”的候鸟大军，纷

纷来到苏州歇脚，我们也迎来了一

年中最好的“观鸟季”。在自然湖泊边、湿

地、公园、运河边甚至是居住的小区里，我

们都能时不时看到各种鸟类飞过。

就在前几天，一种体圆头大，顶着绿色光

泽的黑色头颈的鸟出现在阳澄湖水面上，

让苏州的观鸟群体激动不已。别看它其

貌不扬，这可是全球极濒危鸟类青头潜

鸭。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苏州记录到的鸟

类正在逐年增加中，如今苏州已成为鸟类

的天堂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