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

叁

壹

贰

博览古今8 2020年7月29日 星期三 责编：苏艳红

本报地址：漯河市嵩山东支路新闻大厦 邮编：462001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111004000038 印刷：漯河日报社印刷厂（黄河路东段东兴电子产业园24号楼）

■延伸阅读

清代名臣的抗洪壮举
近日，南方多省份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各地纷纷组织开展

抗洪抢险救灾，涌现出很多感人的抗洪英雄和抗洪故事。
在清代，也出现有不少清正廉洁、敢于担当的名臣，在抗洪

抢险中，他们毫不含糊，奋勇当先，冲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他
们的壮举至今感人至深。

最后介绍一位因公殉职在抗洪一线的清代治河官
员，他叫王仁福（1819～1867年），江苏吴县人，出生
在官宦世家。殉职前任祥河同知。

据《清史稿》载：咸丰初年 （1851），王仁福赴河
南任职，由于他工作勤勤恳恳，很快便改任东河通
判，协助东河总督负责治理河渠事务，因为成绩突
出，再任东河同知，负责开封的河务。当时的开封，
城外壕沟淤塞如平地，王仁福上任后，奉旨浚治。他
亲临工地，日夜督办，工程如期完成。

同治五年 （1866），新任东河总督苏廷把他调到工
作最艰巨的祥河同知任上。等待王仁福的，并不是个
美差。自从黄河改道北徙之后，河南水患不绝。而祥
河更是汛当其冲，险情不断。因此，祥河同知一职，
人人视为畏途。而王仁福却毅然接受了这项工作。

同治六年 （1867） 八月，连日大雨，致使祥河水
位暴涨，狂浪席卷河堤，堤坝岌岌可危。王仁福奔走
于风雨泥淖中，抢护堤坝整整七昼夜。后因款料都用
尽，又一时无法向外求援，王仁福决定发动百姓，以
身护堤。当地居民被王仁福的行为所感动，纷纷响
应，聚集堤坝前。狂风暴雨中，王仁福看着聚集来的
好多百姓，感动得流下热泪，他对奋勇护堤的众人
说：“我为河官，挤汝等于死，我之罪也，当身先
之。”说罢，他第一个冲上了大堤，人们尾随而上。这
时，一个大浪打来，把王仁福卷入水中，人们虽奋力
抢救，却未能找到他的遗体。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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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桂是清代屡立战功的重臣，
善于发现人才并推荐人才。尤其难
能可贵的是，阿桂能够吸取教训、
知错就改。

据《郎潜纪闻二笔》载：乾隆
四十四年至五十四年十年间，阿桂
虽身为大学士兼领班军机大臣，却
常年在外修筑河南境内的黄河大
堤，视察水利工程。有一次，他主
持修筑青龙冈堤坝，因急于求成，
基础没有打牢就向前推进。他手下
有个副将名叫李吉荣，敢于质疑。
李吉荣发现这个问题后，主动向阿
桂指出，这种做法是水利工程的大
忌，尤其是堵决口这样的要害工
程，更不能马虎，必须减慢速度，

每一段都做扎实后，再向前推进，
以防止滑坡。否则，欲速则不达。

然而，阿桂不但不听取李吉荣
的意见，反而斥责他。阿桂仍然按
照计划继续快速推进，堤坝很快就
修好了。在完工那天，文武百官前
来道贺，唯独不见李吉荣。派人去
找，最后在大坝上找到他，李吉荣
对来人说：“请替我谢谢相爷，这
个坝不稳固，我不敢为去贺喜而离
开工地，以免发生意外。”李吉荣
继续加土加料，以期加固，想挽回
前期的缺陷。谁知，仅仅过了两
天，大坝就被大水冲垮了。

那天半夜，阿桂在睡梦中听说
坝垮塌了，赶紧跑去察看。而李吉

荣早已身先士卒，挂缆下河抢救，
但不幸被大水吞没。阿桂立即下
令，凡能救出李吉荣的，官升三
等，兵民赏银千两。不久，在大家
的奋力抢救下，终于把李吉荣救了
上来。阿桂万分懊悔，心痛得流下
眼泪，亲自给李吉荣脱下湿衣服，
把皇上赐给他的黑狐罩衣盖在李吉
荣的身上。

此事给了阿桂深刻的教训，他
实事求是，将自己的错误如实上奏
皇上，竭力推荐嘉奖李吉荣。阿桂
不回避自己过错的坦荡胸怀，使大
家更敬重他了。在阿桂的带领下，
大坝很快又重新筑了起来，彻底堵
上了这个黄河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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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
禹是中国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领袖，是中国最早

治理洪水的领袖人物。他改以前单纯用堵的办法为疏
导的办法，取得了治水成功。他治水13年，三过家门
而不入的精神，至今为人所传颂。他的治水思想至今
仍值得借鉴。

孙叔敖
孙叔敖是战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和水利家。公

元前605年，孙叔敖主持兴建了我国最早的大型引水灌
溉工程——期思雩娄灌区，迄今一直发挥着灌溉效益。

西门豹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

政治家和水利家。魏文侯时曾任邺令，主持修筑引漳
十二渠灌溉工程，在漳河上建无坝取水枢纽和12座低
溢流堰，引出12条灌渠，既减少了河水泛滥之祸，又
肥沃了土壤。

李冰
秦昭王灭周后，李冰任蜀守，领导兴修了一批水

利工程，其中最主要的是都江堰工程。都江堰工程至
今仍发挥着巨大的灌溉效益。为纪念李冰，早在唐代
就兴建了李冰祠。

王景
王景是东汉水利家，他自幼“广窥众书”，学识渊

博，掌握多种技艺，尤其热心于水利工程建设。永平
十二年，王景主持几十万人治理黄河、汴河，使桀骜
不驯的黄河安流 800 年。历史上对王景充满了赞扬之
词：“王景治河，千载无患。”

范仲淹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他在水利方面也做出了不朽业绩，曾在江苏东部海滨
修筑捍海大堤——范公堤，恩泽后代。

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和思想

家。他在变法期间，制定了发展农业的各种新法，其
中《农田水利约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农田水
利法。

郭守敬
郭守敬是元代杰出的科学家，对天文、历法、水

利三方面贡献很大。郭守敬奉命勘察了今山东西南的
泗水、汶水、御河等主要河流，设计了京杭大运河山
东段的河道线路，为运河全面沟通奠定了基础。郭守
敬还研制成功了近二十种观测天象仪器，组织实施了
规模宏大的“四海测”计划，提出了以海平面为地形
测量基点的科学理论及“海拔”的概念。郭守敬是与
张衡、祖冲之等人齐名的我国古代八大科学家之一，
是十三世纪末登上世界科学高峰的杰出人物。 晚综

古代治水名人

先来说说林则徐这位民族英
雄。即使在被发配充军的途中，他
仍以大局为重，听从朝廷的召唤，
立即投身到抗洪堵决口中去，实践
了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的人生信条。

据《中州轶闻》载：道光二十
一年七月，禁烟、抗英有功的林则
徐，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发配到伊
犁“效力赎罪”。接到谕旨后的第二
天，林则徐就告别浙江海防要地镇
海，踏上了充军边疆的万里行程。

哪知途中传来了黄河于六月十
六日在河南祥符（今开封）县张家
湾决口的消息。由于河官及地方大
吏抢堵不力，洪水直冲省城，多数
街道水深丈余，官署民舍倒塌无
数。而身任河道总督的文冲面对洪
水却束手无策，还力主将官署迁往
城外高处避难。河南巡抚牛鉴同样
也是慌作一团，跪在泥淖中号啕大
哭，大呼“百姓助我”。洪水越过
开封后，横扫河南陈留、通许、杞
县、鹿邑、睢州、柘城及安徽一些

州县，大地一片汪洋，人民深陷
灾难中。

面对如此严重的洪涝形势，清
政府大为震动。从六月三十日起，
道光皇帝连下三道敕令，命文冲迅
速想出防止水灾扩大的办法，并派
出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亲往河南
督战。道光皇帝又接受王鼎建议，
下令精于治河的林则徐“折回东河
效力赎罪”。林则徐接旨后，不顾
朋友劝阻，当即写了一首七律表达
心情。他在诗中，既慨愤英军入
侵，又悲愤荒灾蔓延，体现了他忧
国忧民的情怀。写罢诗，林则徐毫
不犹豫，毅然奔赴灾区。

八月十六日，林则徐到达开
封。他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
搬至工地住下，协助王鼎办理堵决
口事宜。当时伏秋大汛将过，林则
徐建议抓住时机开展堵决口，当即
开始组织人力，筹集物料，并与有
经验的老河工研究堵决口方案，最
后确定：在决口东西各筑正坝、上
边坝、下边坝三道坝，从两端向中

间开始堵决口；开挖引河千余丈，
分流回归故道。他仍然像从前在各
省执政时兴修水利一样，和民夫一
起坚持在工地上，患病也不休息。

到十二月底，在林则徐的具体
组织下，东西两坝及引河工程已完
成大部，经过奋力堵决口，终于在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七合龙成功，
迫使洪水全部重回故道。

看着林则徐尽心尽力在堵决口
一线上奋战，钦差大臣王鼎十分感
动。在堵决口将近完成时即上奏皇
帝，以“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
力”，要求免予充军。但道光皇帝
仍然令他充军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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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宝桢是晚清少有的名臣，他
以勇于任事、吏治严整、为政清廉
闻名于世。尤其是在他任山东巡抚
期间，先后两次主动请缨，带队去
堵黄河决口，留下了赫赫英名。

据 《海岱寻踪》 载：同治十
二年秋，黄河在山东东明的岳新
庄、石庄户民埝决口，山东、江
苏、安徽数百里受灾，运河交通
同时废弃。决口的下游滔滔洪水
所到之处墙倒屋塌，有的村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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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山东巡抚丁宝桢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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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知抓好物料的调度是

堵决口成功的关键，于是，千方
百计筹集资金，及时发放物料
款，使物料筹集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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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先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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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十一月，丁宝桢又奏请堵
复了东明石庄户口门，终于水归原
河道。光绪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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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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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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