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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治水的科学思想

张 家 诚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 0 0 81 )

摘 要 根据农业发源于山区的考古结论
,

指出中国古代存在一个近两千年的治水过 程
,

也是农

业由山区转移到平原的过程
,

同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过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

中国古代治水也

是有别于其它文明古国的特殊气候与地理条件下的重大事件
。

进而论证治水在中国古代物质与精

神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促进作用
,

并指出现代人水关系的基本原理可在古代治水中找到借鉴
。

关键词 治水 古代文化 朴素辨证思想 科学技术史

分类号 T V 81

1 古代人水关系

人与水的关系极为密切
。

农业是人类文明早期最重要的产业
,

也是对水极敏感的产业
,

因

而古代的人水关系主要通过农业生产表现出来
,

其表现形式影响到当时与随后的古文化发展
。

农业考古发现证 明
,

原始农业最早在山区或高地边沿出现
,

而不是在河谷与三角洲地

带 [l 一 ’〕
。

其主要原因是
: “

平川地带地势低下
,

当时河道又不通畅
,

经常发生水灾
,

而且多为

草莽
、

沼泽
,

可供利用的植物不足
,

原始人不可能在那里定居 ; ⋯ ⋯ [3] 换句话说
,

原始农业不

是在河谷与三角洲发生
,

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水患问题未能解决
。

但是
,

河谷与三角洲土地资源丰富
,

农业只有发展到这一地带
,

才有可能提供足够的产

品
,

满足文化发展的需要
。

因此
,

治理平原的水患
,

为那里发展农业和人们定居创造条件
,

就

成为古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

但是
,

水患问题同各地的地势
、

地形
、

生态条件
、

土地等 自然资源的分布关系密切
,

因

此
,

治水必然因地而异
。

古代文明古国也都有治水的史迹
,

但不尽相同
。

埃及
、

巴 比伦与印度河中下游这三个古文明发源地均属热带
、

副热带干旱气候
。

在这样

的气候条件下
,

不仅越冬容易
,

且干燥的气候有利减少病虫害
,

并较适于劳作
,

是发展农业

的良好地区
。

但这样的地区为数不多
,

面积不大
,

周邻多受干旱和不毛地区的阻隔
,

难以同

外界形成一个单一的社会力量
。

显然
,

治水主要对象是防御河流上游来的过量客水
,

一般的

目的为蓄
、

引
、

提水灌溉
。

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属季风气候
,

气候灾害突出
。

夏半年是 良好的生长季节
,

但冬季却很

寒冷
。

因此
,

开发资源的同时
,

还需注意防灾和越冬 问题
。

这种复杂的情况同前述三个文 明

古国干旱气候的单一性恰成鲜明的对比
。

同时
,

黄河下游还毗连地势低洼的辽阔的黄淮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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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

治水不仅需考虑客水
,

还要考虑当地的暴雨和旱涝灾害
,

加上生产季节的制约
,

使得古

代的人们不得不为发展农业而付出更多的精力
,

作出更为周到和细微的考虑
,

也必然对中国

古代文化留下深深的烙印
。

2 中国古代治水的历史过程

我国史书中有夏禹治水的记载
,

传说夏朝之初
,

中国水患严重
,

夏禹在治水中作 出过重

大贡献
。

夏初的治水主要是针对当时核心地区 (以豫西
、

晋南为中心 ) 的水患川
。

由于治水成

功
,

这一地区的河谷与平原逐渐被开发为农业生产基地
,

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

奴隶制国家—
夏朝

。

考古材料证实
,

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仰韶文化和龙 山文化早期 (约夏

初及以前 ) 人们聚落位置还多分布在浅山区和丘陵地区和河谷两岸的台地上
。

龙山文化的中
、

晚期 (约在夏朝 ) 聚落遗址的数量显著增多
,

而且扩大到地势较低的地带
,

如河谷
、

平原
,

甚

至达到豫东平原
。

史学家指出
,

聚落遗址扩大很可能是夏禹治水后农业向平原扩大的结果 [’]
。

据史书记载[s]
,

继夏初治水之后
,

居住在黄河下游与黄淮海平原的商族继续治理当地的水

患
,

使商成为当时最富强的政治经济集团
,

取代夏建立了更繁荣的奴隶制王朝
。

根据古地理学家谭其嚷的考证
,

在河北平原存在一个面积广阔的地带
,

直到战国之前
,

没

有城镇村落的遗址
。

一直到战国时修建了堤防
,

使黄河有了固定河道入海
,

这一空白区才出

现人们聚居的遗迹叼
。

此后
,

黄淮海平原古代治水才告结束
。

中国古代治水前后近 2 0 0。年
,

为中华民族开辟了辽阔的疆土
,

建成了古代面积最大和最

先进的农业生产基地
。

中国古代文化随之也进入了春秋战国的鼎盛时期
。

中国古代治水
,

虽

然由于没有作为其标志的宏伟建筑流传至今
,

但是其工程的宏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及奠定基

业有巨大意义
,

堪称古代的最大奇迹
。

尽管如此
.

这一片古代人 口最多
、

农业生产最发达
、

文明昌盛的土地仍经常为旱涝灾害

所困扰
。

黄河在这里起了十分独特的作用
。

她一方面滋养了中华民族
,

被认为是
“

母亲
”

河
,

但她又是下游 自然灾害形成的主要渊源
。

谭其嚷对黄河灾害历史演变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见

解「‘]
。

黄河下游是中国古代中心地区
,

这里洪灾十分严重
。

除暴雨外
,

黄河带来黄土高原的泥

沙
,

沉积在下游河床
,

使之升高
,

增加了黄河水灾的危险
。

在朝廷兴盛时
,

采取加高堤防以

减少这种危险
。

到了衰落时期
,

无力加高堤防
,

而河床又已很高
,

成为河害高发期
。

常常发

生天灾人祸遭遇一起
,

成为我国古代人 口波动的主要原因〔’〕
。

3 古代治水与科学思想

我国古代治水大部分缺乏充分的史料
。

但是
,

古代有许多传说
,

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古代

人民征服自然的雄伟气魄
。

据史书中简略记述夏禹治水的成功原因之一
,

是正确地采用了以
“

导
”

为主的方针
。 “

堵
”

与
“

导
”

是一对矛盾
。

夏禹较好地解决两者的关系正是中国古代朴

素辩证思想成功运用的实例
,

在学术上也有巨大意义
。

另外
,

治水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

《史记
·

夏本纪》写道
:

夏禹治水时
“

左准绳
、

右规

矩
,

载四时
,

以开九州
、

通九道
、

破九泽
、

度九山⋯⋯
”

内容虽较简略、 但也可看出
,

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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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已综合应用 了多方面的知识与技术
,

其中包括测量
、

气候
、

山川分布
、

交通等方面
。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精华是朴素辩证思想
。

以其杰出的概括能力及其严整的表现形式
,

给

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

其一是中国古代朴素的系统观
。

古代中国对任何一个政治
、

社会
、

战争
、

经济
、

科技问

题都是以
“

天地人
”

系统的模型作为认识和处理的指导思想
,

并形成独具特色的原理与方法
。

《孙子兵法 》指出
: “

知彼知己
,

胜乃不殆了知天知地
,

胜乃可全
。 ”

强调这一系统全面信息的

重要性
。

《孟子 》提出
: “

天时不如地利
,

地利不如人和
” 。

老子在 《道德经》 中写道
: “

人法

地
,

地法天
,

天法道
,

道法 自然
。 ”

既指出了
“

天地人
”

系统有其不同层次的自然规律性
,

又

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

其二为阴阳学说
。

列宁指出
: “

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其矛盾着的各部分的认识
,

是辩证法的实质
。 ”〔8〕阴阳正是这样的

“

两个部分
” 。

值得重视的是
,

阴阳不但指出了矛盾对立

的双方
,

而且还指 明了矛盾双方的主要特性
,

如刚柔
,

明暗
、

张弛
、

得失
、

正反
、

雌雄等
。

阴

阳互济和阴阳转化等概念也对事物的演变规律性作了归纳
。

阴阳学说对矛盾双方及其相互关

系的概括之深入与明确是绝无仅有的
。

《周易》是 阴阳学说最早的一本著作
,

至今仍有重要研

究价值
。

“

天地 人
”

系统观与阴阳学说
,

几乎贯穿我国古代一切科学及其实践活动中
,

形成了中国

古代科学的重要特色
。

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
,

这两种朴素辩证思想还被广泛地应用在决策
、

管

理
、

调控等许多活动中
。

我国历史上许多以少胜 多的著名战役和政治势力的兴起
,

并取得成

功
,

在其战略的制订中无不闪耀着这种朴素辩证思想的光辉
,

因而也成为我国古代科学的珍

贵遗产
。

中国古代治水不但促进了民族的发展
,

而且在科学技术与学术上也有重大意义
。

可以认

为
,

正是治水揭开 了中国古代科学萌芽的序幕
,

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科学 传统也是伴随着治

水而初步形成
,

并流传至今
。

4 现代人水关系

由于人 口剧增
,

生产发展
,

人类对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

以致接近或

超过 自然界的承载能力
。

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在人水关系中表现出来
,

被称为水资源危机
。

水资源不足使得许多地区的发展受到影啊
,

水资源不足有 自然因素
,

但更主要的还是人

为原因
。

人 口 剧增
,

生产的发展
,

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增加很快
。

另外
,

由于对植被的破坏
,

也

就减低了地表含蓄水分的能力
,

使大量雨水迅速汇流
,

变成破坏性大的洪水
,

更为严重的是

水质污染
,

使得有些地区有水无法使用
,

成为水资源短缺的又一重要因素
。

现代的水荒与古代的水患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
,

但同样都是
“

天地人
”

系统的

问题
,

所不同的是在现代水患中人的作用更突出了
。

古代水患主要是 自然现象
,

而现代水荒

却由于人参与了地表蓄水机制的改变和 水污染
,

不完全是 自然现象
。

古代对付水患采取 以
“

导
”

为主的治理方针
,

现代对付水荒则还必需采取以节水
、

蓄水
、

保护水资源免受污染等多

方面综合治理的方针
。

因此
,

古代治水因势利导
,

采取工程措施就可奏效
; 而现代治水则尚

需各行各业在一定的法律
、

伦理
、

规划与管理的约制下运用现代技术共同努力才能奏效
。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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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

这种治水向多层次
、

多学科
、

多种措施 (工程和非工程措施 ) 的转变反映了社会发展

的影响
,

但其指导思想
,

仍离不开
“

天地人
”

系统和反映这一系统运行规律的古代哲学思想
。

古代治水与现代治水的差异只是所处社会与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反映
。

科学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的发展
,

而科学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的进展
。

只有社会需求
,

而

又具备条件的情况下
,

科学才能发展
。

古代生产水平很低
,

人们都束缚在各自的小片土地上

从事生活资料的简单生产
,

往往很少有剩余物资以供交换
。

这种情况下
,

人们的科学知识 只

能限于经验的水平
。

工业发展后
,

生产力迅速提高
。

生产主要是为了产品交换
。

机器化生产要求科学提供市

场和 多学科的知识
,

相应地也刺激了各门学科的发展
。

现代科学又要求各门科学技术之间相互渗透
、

综合应用
。

特别是有限的自然资源与环境

容量接近或超过承载能力就更要求全面评价
、

规划
、

协调
、

管理各部门
,

谋求持续发展
。

在

新的情况下
,

一个新的科学群体
,

即软科学应运而生
。

软科学是用于评价
、

规划
、

决策
、

管

理
、

调控的科学
。

只有软科学才能提供有效综合运用各门以具体技术或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

的硬科学
,

同时也为这些硬科学的发展开辟新的前景和注入新的生命力
。

应当说
,

以朴素辩

证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古代科学富有软科学的内涵
,

而这正是一代科学 发展所需的极其珍贵的

科学遗产
。

现代治水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

它对科学技术的要求远非古代治水所可比拟
。

它必需

根据正确的科学决策
,

制订周密的规划
,

并在严格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制下
,

在工程
、

生

态与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相互联系的工作
。

因此
,

软科学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

各门

硬科学也必需在总体思想下完成各自的任务
。

换句话说
,

现代治水是时代给予人类谋求持续

发展和人类进 入一个更高层次的新时代作好物质与精神准备的又一次重大的实践
。

在这里
,

中

国古代的科学思想将再次显示其光辉
。

在古代治水中取得辉煌胜利的中华民族也必然在现代

治水中再显其风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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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o u s a n d o f y e a r s
.

T h e p r o s p e r it y o f e h in e s e a n e ie n t e iv ili
z a t io n ,

in e lu d in g rh e

m o r e o r le s s p e r fe e t e h in e s e fo r m o f p r im it iv e d ia le e tie p h ilo s o p h y
, a s a n a e t iv e fa e -

t o r in t he d e v e
lo p m e n r o f s e ie n e e a n d re e hn o lo g y

,

m ig h t o r ig in a te fr o m the h is to r i
-

e a lly im p o r t a n t w a t e r e o n t ro llin g e n g in e e r in g
.

T he a r rie le p o in ts o u r t h
a t t h e b a s ie

p r in e iPle o f th e r e la t io n sh ip b e tw e e n t he m o d e r n a n d w a t e r e a n b e fo u n d in the w a -

t e r e o n t ro llin g in a n e ie n t tim e ,

d e s p ite t he y a r e in d iffe r e n t s t a g e s o f d e v e lo p m e n r

fo r h u m a n s o e ie t y
.

K ey w o r d s : w a r e r e o n t r o llin g ; a n e ie n t e iv iliz a t io n ; p r im itiv e d iale e tie p h ilo s o p hy ;

hi
s ro r y o f s e ie n e e a n d re eh n o lo g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