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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曾筠河工靠IJ度建设及其抬河成功原因探析 

丁 强 

摘要：嵇曾筠是雍正朝著名的河臣，对雍正时期黄河的治理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任期内主持修建了一 

系列黄河工程，同时也加强了河工制度建设，为黄河治理的顺利进行提供 了制度保障。嵇曾筠治河取得 了显 

著成效，使黄河在以后数十年 内没有出现大的灾难，这与嵇曾筠个人的努力、雍正帝对治河的重视、和谐融洽 

的君 臣关系以及同僚的支持配合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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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朝对黄河的治理在清代治黄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嵇曾筠就是这 
一 时期重要的治河人物，他对黄河的治理作出 

了突出贡献，堪与靳辅、齐苏勒等河臣齐名。学 

界对于靳辅、齐苏勒等人治河活动的研究已经 

不少，然而关于嵇曾筠的治河活动在一些论著 

里面只是附带提及①，对其治河的专门研究还比 

较薄弱，目前就笔者管见所及有金诗灿《嵇曾筠 

与雍正朝河南河工建设述论》(载 《信阳师范学 

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1期)一 

文，对嵇曾筠在河南的治河活动与河工建设进 

行了初步探讨 ，笔者认为相关研究还有待深 

入 。 

一

、嵇曾筠对河工制度的建设 

嵇曾筠 (1670一l738)，字松友，号礼斋，江 

苏无锡人。康熙四十五年，中进士，人翰林院，授 

编修。雍正元年(1732)二月，擢升都察院左佥都 

御史，并署河南巡抚。雍正元年(1723)六月黄河 

丁强，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明清经济史。 

在河南中牟县十里店、刘家庄等地决口。⋯【P3，： ) 

雍正帝令嵇曾筠驰往河南，协助河道总督齐苏 

勒料理河务。雍正二年(1724)被任为河南副总 

河，驻武陟 ，专 门负责河南防务。雍正七年 

(1729)，授 河南 山东 河道总督 。雍 正八年 

(1730)，调任江南河道总督。【 】(P10623--10625)嵇曾筠 

在主持治理黄河的过程中，对两岸大堤进行全 

面加固，治理多处险工，使黄河水患得到有效的 

控制。同时，嵇曾筠对河工制度的建设也加以完 

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河员设置 

为加强河工管理，使修防各有专责，巩固堤 

工，雍正二年(1724)正月，嵇曾筠奏请添设巡道 
一 名驻扎黄河南岸，在开封府黄河南、北两岸添 

设管河同知各一员，怀庆府 (治所在今沁阳县) 

添设管河同知一员，武陟县县丞专管黄河，同时 

添设主簿一员，专管沁河河务。同年，嵇曾筠通 

过实地考察，详细斟酌研究，决定 “于大州县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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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千总一员，中小州县添设把总一疑，每一里分 

设河兵二名，巡守防护，董率修防，练习桩埽” ’ 
”  

，以便有堤有人，使堤防免于废弛。 

河南开封府南岸的祥符县堤长八十余里 ， 

过去只设有县丞一员，而河工绵长且汛地遥远， 

往来策应比较困难。雍正五年(1727)正月，险汛 

下移，祥符一带：[程成为险要之处，嵇曾筠 “添 

设祥符南岸主簿一员，分段管理” 、另外，祥符、 

兰阳、仪封北岸虽设有主簿，但鄙专管河务．小 

理民事，且堤埽绵长，往来奔走遥远，募夫办料 

呼应不灵。嵇曾筠添设巡检二员，一名驻扎祥 

符 、陈留适中之地；一名驻扎兰阳、仪封适中之 

地。如遇工程告险，即令其协同厅汛，募夫办料， 

竭力抢护；如遇逃盗事件，令其艋查稽察。 

雍正七年 (1729)十一月，嵇曾筠又奏请添 

设守备二员分派到河南怀河营、豫河营内，专管 

河务，令其督率千把总昼夜防护、修筑堤工。同 

时，守备可拣选题补河营千总内在工年久，熟悉 

河务，诸练桩埽，勤劳素著的人员，送部引见。‘ 

为了提高防汛抢险的效率，嵇曾筠还对以往 

的汛防管理机制加以调整，令 “接壤汛弁，南归 

南汛，北归北汛，就近管理”，厅汛员弁皆驻扎在 

险要工段，如有疏防，河弁与汛官一并严加议 

处， 这样一来使彼此声息相通，相互呼应， 

而且使防守也更加健全。经过几年不断的努力， 

河员设置渐趋合理，促进了河工建设及汛期抢 

险效率的提高。 

(二)实行物料储备和植柳 

1．物料储备 

“河工首重料物。” 因此，治河物料是否 

齐备充足关系到河工建设能否JqJ~,N进行。嵇曾 

筠认为，治河料物 “与其采办于后，毋宁预备于 

先”，并建议豫省黄河仿照江南河工，厅员于每 

年冬天详请抚臣 “酌拨司库钱粮”，然后分拨到 

沿河各州县，让他们采买物料，预先堆贮于险要 

工段，以备临时动用，这样一来虽有险工，而不 

致临时迟误。1 2 ⋯雍正二年(1724)，嵇曾筠建议 

仿照江南河工 “估修发帑”之例，预先拨银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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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解送河道工程，用于及时采办物料。1 2I 卜- 

维Ⅱ二八年 (1730) 月，储曾筠被任命为江 

南河道总督，调任江南主持：河． 同年九月，嵇 

曾筠要求各厅于紧要 【程处所预备岁抢物料 ， 

此外又拨银 万两，仿j!f{河南河 I ，每年采办物 

料堆贮上游，“遇有新险，即 ’ l办运济用，如 

无新险工程，即准人于玖 岁记⋯j一 勘崩，仍=f 

舶发下午预备料物银内照数扣银发给 ， 衍蚴 

踢新料堆贮 游，庶得午年有备尤忠”I (P82)。这 

样物料得以及时采办运送，修防就能缓急有法， 

还能预先将物料稽查清楚，叮活一举数善。 

2．植柳 

柳枝是重要的治河埽料， 易腐烂，遇水容 

易存活，： 像草秸那样遇水而腐。I引“ 康熙年 

间，政府曾大力提倡沿河植柳，规定沿河州县派 

官负责于黄河堤岸栽种柳树，成活万株以』-者， 

记录嘉奖并授予官职。1 5](P562) 

雍正时，政府进一步加大植柳力度，并且在 

管理以及技术方面作了改进。关于植柳一事，嵇 

曾筠于雍正二年 (1724)十一月曾上疏皇帝 ，主 

张地方官逐一清查黄河两岸滨河处新淤滩地， 

在其未经升科之滩地，栽种柳树或苇荻，以供河 

工之用。1 61 蛇 同时，他还申明1r奖惩制度：“或 

有种荻一顷，或有种柳千枝，实能成活济：【者， 

验实详报咨部，官则给予记录，民则给予顶带 

(戴)荣身。”【5l( 。 雍正五年(1727)正月，嵇曾筠 

再次题请，“令沿河州县检查地册，会同厅汛将 

现存之柳园丈勘立界，⋯⋯严督河员，广为栽 

植，庶柳束繁多，埽料钱粮可以渐次节省矣。”[21 
～  

嵇曾筠提倡种柳植苇，取得了良好效果。 

雍正七年 (1729)，黄河南北两岸已是 “草根蟠 

结，高柳卧柳，层层障蔽，足资捍御” ̈ 引。充足 

的柳苇供应，无疑保证了治河工程的顺利进 

行。 

(三)对河工夫役及治河经费的管理 

“民间夫役，河工为大。”l8l( 治理黄河离 

不开河工夫役的征凋，正所谓 “险要工程，全在 

兵夫齐集，工料应手，昼夜抢护”l 91“ 。明代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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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驯亦日：“防河在堤，而守堤在人 ，有堤不守， 

守堤无人，与无堤同矣。"Ho](p354) 

康熙前中期，河工主要以募夫为主，【 】【P 卜 

后期，募夫制度破坏，州县官将河工用夫 “擅 

派里下”，而里下之夫 “强弱不齐”，易耽误河 

工。雍正二年 (1724)，嵇曾筠请求“嗣后凡用夫 

役，总以雇募为准”，只在工程险要紧急的情况 

下才可以“按地起夫”，并且要挑选“年力精壮之 

人”。⋯ 这样就避免了对农民的滋扰，又有利 

于发挥现有人力的作用，提高效率。此外，嵇曾 

筠请求，工银应按工程难易、取土远近加以区 

别。简易工程，每方土给银九分六厘；难做的工 

程以及取土道路不便的工程 ，则适当增加工 

银。【I ](P168--169)这样既可以节约河帑，又不至于延 

误河工，还能调动从役人员的积极性。 

治河作为国家组织的大型公共工程，经费 

是其中关键的一项。“费足则工举 ，工举而水利 

兴焉”l ](P107)。雍正二年 (1724)闰四月，嵇曾筠 

指出 “值此大工兴举之时，钱粮关系尤重，必得 

贤员协理，方可慎出入而重稽查。河工钱粮，凡 

一 应收发，俱同该署道协理”。l2I ’即由贤能人 

员经理河工钱粮，账目易于清晰，能有效地防止 

贪污侵蚀，于工程大有裨益。 

嵇曾筠将河工经费 “每年先期勘明，造册题 

估”，“倘该厅发银扣克，即行指名题参，从重治 

罪。年终统算，共加过新土若干，共用银若干，仍 

照旧例，报部核销。如工程平稳，有可停修之处， 

即将存剩银两留为下年加帮之用”。【2j(P42)通过对 

工程的核实，河官不易侵蚀钱粮，夫役难以冒 

工，堤土尺寸皆有着落，钱粮皆用到实处，得到 

雍正帝的赞许。此外，他还调整了河工经费的奏 

销制度，要求每年的岁修及抢修工程，须于 “本 

年十月内题估，次年四月内题销，如有余剩料 

物，仍令加谨收贮，以充下年修防之用，倘有不 

敷，再行题明拨给”，使治河经费不致于虚耗，对 

过期不行奏销的，严加处罚。【2】( ’ 

(四)增设河兵，完善堡夫制度 

清代改河夫制为河兵制，参与治河防洪工 

程施工的人员，除了河夫以外，还有一定数量的 

士兵，用于做工或管理工地治安，实现了 “河政 

与河务的准军事化管理”l1引。河兵平时专门练习 

填筑之事，经验丰富，有利于培养熟练的河工技 

术人员。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嵇曾筠奏请设 

置河兵，但被王大臣议驳，后经雍正帝干预，从 

徐州以下前后共抽调河兵千名，到河南驻守河 

防，并设千总、把总各三员，听候“副总河随工调 

用，以防大汛”  ̈l( ’。经过筹备，雍正五年 

(1727)，嵇曾筠在河南建立了两个河兵营，即黄 

河南岸的豫河营和北岸的怀河营，两营共拥有 

河兵 1700余名。 

堡夫制度正式出现于清雍正年间，堡夫的 

主要职责是防汛守堤，常年驻守黄河、运河沿岸 

的护堤堡房中，巡堤守护。l1 此外还负责积士， 

担积土牛，以资修补堤工之用，后令改筑子堰。_8 

雍正二年 (1724)十一月，嵇曾筠将年迈体 

弱的堡夫裁去，将精壮有用的堡夫留工效力，让 

其跟随河兵学习桩埽工程，将能够熟练掌握的 

堡夫 “拔作河兵，照例给饷”，“二三年间可得谙 

练桩埽之河兵数百名，以帮堡夫之不逮，则既有 

河兵签桩下埽，又有堡夫负土担薪，修防有赖”， 

既节省了河工经费，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嵇曾筠 

认为 “堤防尤贵专人修守，有堤而无人，则与无 

堤同，有人而不能使其常川在堤，尽修防之力， 

则又与无人同。”于是，嵇曾筠令地方官每二里 

建堡房一座，这样 “兵夫住堤有所，风雨不离长 

堤，蜿蜒灯火相照，声息相闻，纵遇险工，一呼即 

应，则抢护不致失时矣”。 1 卜。 堡夫制度的完 

善，有助于两岸堤防的及时修守，此后该制度被 

推广应用于江南黄运两河堤防建设 ，得到雍正 

帝的批准和支持。 

(五)地方官与河务官的通融调补 

根据旧制，清代 “印官专司民事，系抚臣题 

授；河官专理河工，系河臣题授”。此种制度 自有 

其弊端，“不特循资升调分为两途，即办事同城， 

亦不无歧视”。 一些州县地方官“视河患如 

秦越，视管河为赘疣”，以致 “掣肘误工，不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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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o 13】(P52)鉴于此种情况，嵇曾筠于雍正五年 

(1727)上奏皇帝，针对河印关系陈述了自己的 

看法：“印河各官宜通融调补也。查豫省管河道 

以下设有厅、汛河员，以协佐府、州县印官。⋯⋯ 

如沿河府州县有才娴河务者，准其升调河工道 

厅 ，而河工厅汛有才守兼优者，准其升调沿河府 

州县，一转移间，彼此均有裨益。” 鲫 这样做就 

可以避免地方官与河务官互为泾渭，遇事推诿， 

延误河工现象的出现。嵇曾筠在主持河南河工 

期间，由于巡抚田文镜对河工的重视以及他与 

嵇曾筠的积极配合，河务官与地方官之间的关 

系相对比较协调，从而保证了河工建设的顺利 

进行。 

嵇曾筠对河工制度建设的完善，改变了雍 

正年间河患严重的局面，巩固了黄河堤防，保持 

了漕运的畅通。后人在评价嵇曾筠治河的贡献 

时曾这样写道：“河东 自嵇文敏建官司，设兵夫， 

制浚船，以及筑堤、建坝、开河之用钱粮，出纳稽 

核之宜，靡不犁然具举，规制加备。”t31 相对完 

善的河工制度为治河中各项工程的顺利进行提 

供了保障。此外，在治河过程中他还进一步完善 

了河工修守制度，这些制度后来被应用于其他 

地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代河工制度的发 

展 。 

嵇曾筠对黄河的治理取得了显著成绩，正 

如他在《防河奏议》中所写：“不复有漫滩旁溢之 

患，⋯⋯千里长堤，崇墉屹峙，万家妇子尽庆盈 

宁”。 H’嵇曾筠通过不断努力，终于达到“厥后 

二十余年，豫省漫决罕闻”t31 ’的效果。由于嵇 

曾筠治河的突出贡献，在其去世两年之后，乾隆 

帝下诏将嵇曾筠入祀浙省贤良祠。后来又下诏 

说 ：“前任河臣靳辅、齐苏勒俱建有专祠，嵇曾筠 

劳绩可与媲美，其一体祠祀，以奖贤劳。”[161 ’ 

其治河之功绩，流芳百世。《清史稿》称赞他说： 

“曾筠在官，视国事如家事。知人善任，恭慎廉 

明，治河尤著绩。用引河杀险法，前后省库帑甚 

巨。”̈](P LO625)对其治河功绩给予颇高的评价。 

二、嵇曾筠治河取得成功的原因 

2。o 

治理黄河是大型水利工程，离不开官方的 

干预和支持。在国家的干预下，嵇曾筠治河过程 

中所创造的防洪工程不是单纯的建筑物，在其 

背后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个人意志及所处时 

代的社会背景塑造着建筑景观，景观本身也反 

映人的意志与时代特定的社会背景”t”j。嵇曾筠 

治河的成功正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此 

外，美国学者曾小萍在《州县官的银两——l8世 

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一书中指出：“十八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央政府资助重大的灾赈和 

建设项日意识增强的时期。” 『自“ 这一时期，政 

府资助意识的增强，具体项 目包括 “属于国家层 

面的大型工程或事务，亦有与民众 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的如粮食、赈灾、农田水利等层面的社会 

性工程或事务”lj引。雍正时期，国家对公共工程 

建设意识的加强，使大规模开展治河活动具备 

了可能性。通观嵇曾筠治河的过程，其治河取得 

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嵇曾筠不辞辛劳，重视实地勘察，对 

治河尽心竭力。面对河患，治河官员 “须不避艰 

辛 ，躬身实践。这是治河任务的复杂性、艰巨性 

和技术性对主持治河者工作作风的要求”I】引。嵇 

曾筠主持黄河河工，不畏辛劳，数次深入工地考 

察，了解实际情况，使他能够提出切合实际的治 

理方案。雍正元年(1723)，他曾“露坐小船，沿流 

审视，⋯⋯寻其致患之由”阳 (P46)，住宿堤头岸边， 

往来奔走于工地，指导河员进行施工抢险。“工 

无大小，臣必亲勘；地无问远近，臣必亲到”，“河 

员以有事为荣，以兴工为利”，[71 ’正是对 

嵇曾筠治河工作的真实写照。雍 正十二年 

(1734)四月，嵇曾筠在给雍正帝的奏折中写道： 

“臣奔走河干，亲赴上下要工，逐一查勘，督率修 

防，与高斌同心协力，寅恭办理，愿黄淮永奠，亿 

兆成宁。”l7̈( 叭 不辞辛劳，尽职尽责，身体力行 

的精神，在嵇曾筠身上贯穿始终。 

第二，雍正帝为嵇曾筠治理黄河营造了相 

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并为其提供充足的河工经 

费。雍正帝没有其父亲那样在治河方面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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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在很多情况下他要采纳河臣的意见。在讨 

论治河问题与河臣意见不一致时，他能意识到 

自己阅历的有限，而不会对河工进行较多的干 

涉。在治河问题上，嵇曾筠曾与雍正帝有过争 

论：“若改挑引河，旧时深处变为淤浅，新挖河槽 

未必骤深，臣愚以为不如尽力保守两岸堤工，详 

看全河形势，倘有动移，即当因利乘便，估计开 

挑。”⋯(P514--515)对此，雍正帝在朱批中写道：“朕 

甚嘉悦，如此方是。若不论当否，一味逢迎阿顺 ， 

我君臣将无贻天下后世笑柄乎?” " 嵇曾筠 

这种不阿上、不逢迎的做法，受到雍正帝的赞 

赏，同时也反映出河臣的施政环境也较康熙时 

期相对自由。嵇曾筠能得到一向强调 “人治”的 

雍正皇帝的全力支持，同时又能保持政令畅通 

无阻，这对其专心从事治河工作具有相当重要 

的意义。 

另外 ，雍正帝给嵇曾筠治河提供充足的经 

费支持。雍正帝在位十三年，勤于政事，重视河 

务，在治河方面非常慷慨。雍正七年 (1729)，户 

部拨银 100万两，将高家堰大堤的卑薄险要之 

处改建成石工；八年(1730)，规定政府每年向江 

南河道工程拨银 67万余两用于岁修及抢修工 

程，至此南河拥有专项治河经费。[20 雍正帝的这 

两项举措为后来治河者所称道。对于河工所需 

钱粮，雍正帝一般是有请必拨。 嵇̈曾筠在河南 

所建的一系列防洪工程，如大修黄河两岸堤防、 

挑挖引河等，所需钱粮甚多，如果没有雄厚的财 

政支持，是无法顺利开展的。雍正帝实行的一系 

列财政改革，使国库逐渐充裕，为治河提供了强 

大的经济后盾。雍正九年(1731)四月十一日，雍 

正帝在给嵇曾筠的朱批中这样写道：“运道民生 

关系綦重，省帑乃属末节，万勿狃于节慎之见， 

以致因小而误大。” (P5， 从中不难看出雍正帝 

在财政上为嵇曾筠治河提供了大力支持 ，从而 

保障了各项河工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三 ，和谐融洽的君 臣关系。雍正元年 

(1723)正月，雍正帝曾发出上谕：“徐元梦、朱 

轼、张廷玉、嵇曾筠等人照常在各衙门办事，遇 

有暇 日，或一 日一次，或隔一 日一次，入内廷教 

三个小阿哥读书，将伊等即授为阿哥师傅。”【22】 

” 徐、朱、张三人在当时可谓德高望重，皆是雍 

正帝的亲信大臣，嵇曾筠能与他们一道被授予 

阿哥师傅，可见他与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治 

理黄河上，雍正帝对嵇曾筠也是高度信任的，对 

其委以重任。雍正帝在给嵇曾筠的朱批中曾写 

道：“尔等皆系朕所信用之人，料必不误国家事 

也。”⋯ ‘保障江河一切要务，惟卿是赖。”17] 

’ 嵇曾筠也不负重托，他在给雍正帝的奏折中 

也多次写道：“惟有益加奋勉，敬谨办理，竭力修 

防，永保堤工巩固。”17] ’此外，雍正帝对嵇曾 

筠本人及其母亲也倍加关怀。雍正帝在朱批中 

曾多次提醒他注意身体，赐予貂皮、丸药、[6l㈣∞ 

荔枝、哈密瓜、鹿肉、野鸡等食品[71 嘶’，予以关 

怀。对嵇曾筠的母亲，雍正帝则赐其香珠、药锭、 

(P552)瓷器、锦香袋等物品 1(p555)，予以慰问，并 

于雍正八年 (1730)，赐予嵇母 “忠节流芳”匾 

额。如此融洽的君臣关系，在当时臣僚中实不多 

见，这无疑是嵇曾筠能取得显著治河成绩的重 

要因素。 

第四，周围同僚的协助和支持。嵇曾筠在治 

河过程中，其方针的制定和施行、河工夫役的征 

派、经费的拨用等都离不开周围同僚及地方官 

员的支持。河南巡抚田文镜、河道总督齐苏勒、 

江南河道总督高斌等人都给予其协助和支持， 

使工程建设得以顺利开展。河南巡抚田文镜对 

于治河非常重视，与嵇曾筠齐心协力。“巡抚(田 

文镜)无时无刻不以河工为念，每于河员进见之 

时，谆切训诫，令其加意河务，上紧修防。”『2 3】 他’ 
一 旦遇到险汛，田文镜要求印河等官督率兵夫 

“驻守沿河堤岸，无分风雨昼夜，加意巡查。⋯⋯ 

遇有冲刷，立即堵筑，务保无虞”，如发现有人漫 

不经心，任意懈弛，一经查出，决不宽贷。}23『(P ’ 

此外，田文镜对治河还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如 

完善堡夫制度，给嵇曾筠很大启发。齐苏勒曾担 

任河道总督，有丰富的治河经验，嵇曾筠在挑挖 

引河、沿堤植柳等方面都曾得到他的指导和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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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雍正末年，高斌署理江南河道总督，与嵇曾 

筠同心协力，共同治理江南河道。[71(P601) 

三、结语 

．卜八世纪是清朝政府职能全面加强的时 

期，政府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河务问题也更加重 

视。在雍正时期“根除河患，为久远之计”力求一 

劳永逸的治河理念指导下，嵇曾筠在治河过程 

中完善了河工制度建设，有力的保障了治河活 

动的顺利进行，减轻了黄河河患，保证了运河的 

畅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对清代前期 

河工制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所设立的 

相关河工制度为后任河臣继承并推广应用于其 

他地区。在雍正时期河工技术尚未取得突破性 

进展的前提下，嵇曾筠治河取得了卓有成效的 

成绩，这可以说是国家的支持、和谐融洽的君臣 

关系、同僚的支持与配合以及个人的努力等多 

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 

注释 ： 

①可参看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 

要[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姚汉源．中国水利 

史纲要(Mj．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编．《中国水利史稿》(下册)fM】．北京：水利电力 

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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