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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秘闻

提笔写诗词的古代文提笔写诗词的古代文豪豪，，治水毫不逊色治水毫不逊色

洪水涌来洪水涌来时时 争做抗洪斗士争做抗洪斗士
7月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因强降雨引发的内涝、山洪等灾害。在古代，长江中下游地段

和黄河流域经常发生水灾，因此，古人非常重视治水，这些治水能手里，不乏一些文坛明星，他们
的诗文才华早已被后人熟知，但很多人没想到的是，他们治起水来也毫不逊色，有勇有谋，堪称世
人典范。

唐元和十四年，当时的边远之地

潮州迎来了一位大人物——唐宋八大

家之首的韩愈。不过，在韩愈到任之

前，潮州人民对他的到来并没有多大

的反应。

韩愈这次来潮州是因为被贬。流

放到岭南地区，对 52岁的韩愈来说并

不陌生。当年正月十四，韩愈从长安

出发，一连走了 70天才到达潮州，一

路上的艰辛自然不用说。来到潮州不

久，他就赶上了一场大洪水。当时南

方进入汛期，连日的暴雨引发了洪涝

灾害，在洪水的肆虐下，城外四周农田

一片汪洋，百姓深受其害。虽说来之

前满腹牢骚，但韩愈明白，被降级到这

里并不是过来免费品尝潮州菜的，此

时朝中已有无数双眼睛看着他。

打起精神的韩愈立刻投入了抗洪

抢险的斗争中。难能可贵的是，韩愈

绝不仅仅在家中发号施令，他还亲力

亲为冲在抗洪的第一线。他亲自冒雨

出城，实地勘察灾情。经观察他发现

潮州北面地势较低，洪水已经有倾泻

之势，如果不挡住山洪，一旦从这里涌

入城内，后果将不堪设想。回到城内

的韩愈马上下发了全城总动员令，要

求大家筑堤防洪根治水患。

正当属下们为筑堤的位置头疼不

已争论不休时，有小厮来报：韩大人跑

了！这个节骨眼逃跑了？可不是吗？

韩大人一骑绝尘，直奔城北而去了。

随后，急急忙忙跟着赶来的人们看到

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汪洪泽中，“逃

跑”的韩大人正骑着马来来回回蹚水

做记号，每到一个记号处，就让随从在

那里插上竹竿，标上堤线。不是不确

定堤线的最佳位置吗？那就下水测

呗，毕竟，实践出真知。

所有人都被韩愈的行动折服了，

不等他下令按竿标筑堤，闻讯前来的

百姓们就行动起来了。很快，城北就

变成了一座“竹竿山”，最终大堤赶在

洪水进一步肆虐前筑成，潮州顺利度

过了此次水灾。为了传颂韩愈的事

迹，北山被命名为“竹竿山”，“韩文公

走马牵山”更成为一桩美谈。

韩愈
风里雨里，我不上谁上

景祐元年六月，范仲淹被朝廷调任苏州知

州。早在上任之前，范仲淹就了解到当时苏州治

理的老大难问题是水害。苏州所在的太湖平原中

部地势低洼，河港错落，潮汐涨落还带来大量泥

沙，治水压力可想而知。据记载，就在范仲淹去苏

州的前一年，当地发大水，持续的大暴雨造成洪水

泛滥。洪灾导致大片农田被淹，灾民超过 10 万

户。

范仲淹上任的时候正好赶上太湖汛期，顾不

上寒暄，也没时间熟悉环境，范大人的“第一把火”

就直指水患。眼看着洪水“沦稼穑，坏室庐”，范仲

淹“观民患，不忍自安”，经过实地考察，又遍访农

村精于水道中人，他终于找出了问题的关键之所

在，提出了以疏导为主的治水主张。

然而，当范大人满心欢喜将自己的调查发现

以及解决方案上报朝廷时，却是一片质疑和反对

之声，宰相吕夷简极力阻挠。范仲淹不得不第二

次详细陈述具体治水策略和江南水田利害关系，

并且对异议一一进行反驳。

范大人的文采自然不在话下，最重要的是，他

的建议都是实地考察所得，有理有据的分析最终

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朝廷

命他主持苏州地区的水

利建设。然而，范大人还

没来得及大展手脚，这年

八月，朝廷突然下旨要把

他 贬 到 明 州（今 浙 江 宁

波）任职。

无奈之下，范仲淹只

得放下手头的水利工作，

准 备 接 受 命 运 的 安 排 。

这时，一位转运使上书朝

廷，认为范仲淹“治水有

绪”，请求朝廷将范仲淹留在苏州。这道奏折可以

说帮了范仲淹，也帮了苏州人民的大忙。朝廷撤

回任命，范仲淹留任苏州。

经过这样一个小波折，范仲淹终于可以踏踏

实实地展开自己的治水大业。之后，朝廷又调范

仲淹去别处做官，从此他就再也没有负责主持过

水利建设。然而，“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

缺一不可”的治水方针却成了宋以后历代治理吴

淞江水旱灾害的准则，深刻地影响着后世。

范仲淹 纵有万般阻碍，我也不愿自安

熙宁十年四月末的一天，徐州也迎来了一位

新官上任——大名鼎鼎的苏轼来了。和韩愈一

样，苏轼这次下放地方也是因为被贬。赴任途中

的苏轼心情还是不错的，欣赏一下山山水水，顺便

饱尝鱼蟹美食，岂不快哉！

初来乍到的苏轼屁股还没坐稳，上天就送来

了一份“大礼”——一次载于史册的大水灾。这年

黄河流域降水异常多，此时，300多公里外的徐州

城还一片宁静。

要知道，古代的通信本来就不发达，遇上洪

水，交通更是完全中断，所以徐州没有收到洪水预

警是很可能的。六天后，洪水抵于徐州城下，对于

突然到来的洪水，人们措手不及。

苏轼知道，徐州地势东、西、北三面都有大山，

一旦洪水穿城墙而入，整个徐州城将成为一座水

下之城。没有别的办法，眼下也只能寄希望于城

墙了，苏轼一边命人堵住城内通往城外的六个“水

窗”，一边下令城中百姓从城内取土，不断加高城

墙。然而，城中原有的十五处取土大坑，“皆与外

水相应”，坑内“皆积水，无所取土”。

外忧不止，内乱又起。眼看着城墙岌岌可危，

城中的富商大贾坐不住了，纷纷想出城避难。这

时，一向温文尔雅的苏轼厉声发出灵魂一问：“富

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紧接着，又是一句掷

地有声的承诺：有我在，水不能淹城池。

人心暂时稳住了，但还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

办法。苏轼召集城中人商议，有一位老人想到约

60年前，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决口，徐州城

暴发特大洪水，当地知州在城内修筑了两条防水

堤，成功护住了城。苏轼当机立断，“起急夫五千

人”，在原先的遗址上重新筑堤。他还亲赴徐州禁

军驻地，恳请禁军参与抗灾，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

题。

取土的问题很快

也迎刃而解。人们发

现，城中东、西、北三

侧的地下水位很高，

井水都漫溢出来，唯

有城南例外。苏轼立

即命人在城南取土，

果然坑水不再上涌，

取土成功了。

接下来，他夜以

继日地组织全城军民

紧锣密鼓在城墙之内

修筑长堤；另一边，他

还下令将数百艘公私船只系在城下，减轻洪水对

城墙的冲击，这样就在短时间内建成了内外两道

防线。埋头修堤的人们有一天突然发现，不知道

从哪天开始，城墙附近多了一座新搭的茅草屋，原

来是他们敬爱的苏大人将家搬到了施工前线，日

夜巡视，“过家不入”。堂堂苏大人尚且如此，我们

还有什么理由不拼尽全力呢？守卫家园，舍我其

谁！

据记载，到了九月二十一日，徐州城外水深已

经达到“二丈八尺九寸”，“高于城中平地有至一丈

九寸”。按照宋时一尺合今天约 32厘米来算，当

时城外水位已经高于城内约 3.5米。

而这时，全长 984丈、高 1丈、宽 2丈的防水堤

也奇迹般地修筑完成。第二天，“水自东南隅入，

遇堤而止”，洪水最终从最矮的东南面城墙涌入城

内，遇到新修的防水堤，被拒之墙外。

徐州城暂时保住了。一个月来，苏轼终于长

舒了一口气。“至十月五日，水渐退，城以全”，长达

40余日的徐州抗洪大获全胜。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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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我在这里，誓与洪水决战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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