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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元代运河航运

■欣吉乐／蒙古国国立教育大学社会人文学院

摘　要：自古以来国家的漕运线都
是以国都为中心发展的，并对沿线

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元

代，其漕运主要为海运，粗疏混乱

是其河运管理制度的显著特征，

受，围水垦田，私决堤堰的影响，促

使江浙运河因为严重缺水而通航

困难。元代在治理诸多运河方面，

如江浙地区的淮扬运河，练湖，镇

江运河及苏杭运河等，主要采取的

是疏浚，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但运河的正常运行基本可以实

现。对此，在文中，主要就针对元

代运河航运进行介绍。希望可以

加深对元代运河航运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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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重要交通线，往往

与国家的漕运路线分不开，而国家

的漕运线，总是以国都为中心。

隋、唐以来，北方封建官僚集团的

食粮供应主要依靠南粮北运，于是

漕运日益成为非常紧迫的课题。”

“隋朝建都长安（今西安），为沟通

南北运道，循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

运河故道，开掘通济渠（即汴河，今

淤塞）、永济渠（卫河，又称御河）

和江南河（即江南运河）。使南自

余杭，北达涿郡，西至洛阳，都通航

运。从而沟通了江南与西北的经

济联系，使长汪下游的丰富物资得

由此源源不断地输往长安。这条

运河到宋、金时，早已淤塞不通”。

（摘自李干著《元代社会经济史

稿》）

在众多水利工程中，最值得一

提的莫过于修建于元朝的京杭大

运河，其北起大都，南到杭州，让五

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

塘江）实现了沟通，不仅是我国运

河中拥有最大规模和最长里程的

一个，且在世界通航运河中也是最

早开凿的。

一、运河航运

内河漕运中，元代大运河是久

负盛名的。元代大运河是元朝修

凿完成的一条北起大都（元朝首

都，今北京），南达杭州的大运河，

不仅将四省（河北、山东、江苏、浙

江）紧密联系了起来，也实现了五

大河流的顺畅沟通，包括海河、黄

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长达３５８０
华里的大运河，形成了今天的京杭

大运河，比起世界著名的巴拿马运

河（８１公里）长二十二倍，比起苏
伊士运河（１７３公里）长十倍多，虽
然不如巴拿马运河（１９８１－年修
凿），苏伊士运河（１８６９年修凿）在
国际上出名，战略地位也不能等量

齐观，但开凿之早（早６００年），工
程量之大，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

大运河对漕粮北运，南北物资交流

和沿岸农田灌溉，河堤陆路交通运

输都起了积极作用。与隋代首凿

的南北大运河相比，它不再需要绕

洛阳，运河由“弧”形变成“弦”形，

全程缩短了 ２０００华里，使运河航
道更为直捷。而且运河直通京杭

不再水陆联运，避免费时费力。同

时，元代大运河的沟通也为之后明

清运河的畅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是现代大运河得以形成的一项重

要条件。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

民的高度的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

是古代人类文明的又一朵灿烂

之花。

二、开通济州河

元世祖忽必烈批准开通济州

河。１２８１年至１２８３年（至元十八
至二十年）由阿八失，奥鲁赤主持

引汶水、泗水，从济州（今山东省济

宁市）西北到须城安山（今山东东

平西南）开凿一条１５０华里的济州
河，北达东阿，南接江北运河，接连

南北水运。运河路线；由淮河入泗

水（今中运河），经济州河北达安

山，出大清河（今黄河下游），经东

阿（今山东省东阿南），利津入海，

然后由海运入直沽（今天津市大沽

口，）到大都。

从这以后，元代南北航运基本

上实现了贯通，仅仅只有２００多华
里的旱路还没有沟通，位置在东阿

与临清之间。因利津海道虽通，但

内河船只航行海上“风涛不测，粮

船漂溺”（摘自崔旦著《海运篇》），

同时受利津河上游海口大量泥沙

淤积的影响，进而堵塞运道，才走

东阿至临清（今山东省临清南）

一、参百华里旱路陆运，再入御河。

但劳费更大，又提出胶莱河道通海

的新工程方案，也以劳费不资，卒

无成效作罢。（摘自《元海运志》）

随着至元二十四年开始实行大规

模海运，元朝针对漕运问题便主要

采取了三种方式，分别是海运、水

陆以及海河转运并重。

三、开辟会通河

会通河，即将东阿至临清间旱

路凿开成２４０华里的人工运河，赐
名为会通河。开凿济州河后，漕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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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淮直达安山下济水，从此有两

条路线直达直沽，一条走水路，一

条走旱路。水路由济水（大清河）

到利津入海，再渡海到直沽，但有

海洋风涛之险；旱路由东阿旱站

（大清河北岸）陆运２００华里到临
清入卫河，但在荏平县一段，地凹、

雨季道路泥泞，通行困难。因此必

须开辟会通河，以解决水路、旱路

中的困难问题。

“至元二十六年，寿张县尹韩

仲晖、太史院令史边源相继建言，

开河置
!

，引汶水达舟于御河，以

便公私漕贩。省遣漕副马之贞与

源等按视地势，商度工用，于是图

上可开之状。首事于是年正月已

亥，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

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中

建旆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迩，以

节蓄泄。六月辛亥成，凡役工二百

五十一万七百四十有八，赐名日会

通河。”（摘自《元史》卷六十四《河

渠志。会通河》）

元世祖忽必烈采纳韩仲晖等

人的建议，１２８９年（至元二十六。
年）正月，正式下令开凿会通河，并

让李处巽全权负责，历时六个月峻

工。此段运河也称安山渠，其起点

为东昌路须城县（今山东省东平

县）的安山的西南，分梁山泺（即

水浒传上的山东梁山、郓城县之间

梁山泊）的水源北流。经寿张县西

北到东昌（今山东省聊城），又西

北到临清入御河。“涉江入淮，由

淮入泗，由泗逾济州与汶水相合，

复引汶水以达于御河”的。（摘自

李千著《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时

人称颂说：“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

远，古所未闻”。（摘自《元史》卷

十五《世祖纪》。随着会通河的正

式开通，济州河也被纳入进了会通

河的范畴。

四、开辟通惠河

通惠河，是通州、大都间运河

渠。南方运往大都的粮食货物，不

论运河和海道，都以通州为终点，

通州到大都还有５０华里的旱路，
费力费时。元世祖忽必烈下决心

解决这个难题。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

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因建言：“疏

凿通州至大都河，改引浑水溉田，

於旧
!

河踪迹导清水，上自昌平县

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

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

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

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

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

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

步。坝牌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

以通漕运，诚为便益’。从之，首事

于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于三十

年之秋，赐名日通惠。”＠（摘自
《元史卷六十四，通惠河》郭守敬

的建议：是疏导昌平县白浮村引神

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引

一亩、玉泉诸水（今北京市昌平县

境），从北京西直门入城，汇为积水

潭（又名海子，北京的三海），再东

南出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

高丽庄入白河。元世祖忽必烈准

奏，１２９２年秋动工，１２９３年秋竣
工，元世祖赐名“通惠”。如此一

来，漕船便能够直接进入到都城

以内。

通惠河修成后，东连白河（通

州至直沽），南接北运河（直沽至

临清），并接会通河（自东昌路须

城县至临清）再向南连接扬州运河

（自三汉口到会通河）和江南运河

（镇江至杭州），从而使大都直达

杭州的京杭大运河畅通无阻，从江

南运往大都的粮船、货船，直达大

都城内；海运也可由直沽直达大都

城，解除了“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

挽官粮，岁若千万，民不胜其悴”的

劳苦。（摘自《元史》卷六四《河渠

志。通惠河》）

五、整治通州运粮河

“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言：

“通州运粮河全仰白、榆、浑三河之

水，合流名日潞河，舟楫之行有年

矣。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处，

粮船不通，改用小料船搬载，淹延

岁月，致亏粮数。先是，都水监相

视白河，自东岸吴家庄前，就大河

西南，斜开小河二里许，引榆河合

流至深沟坝下，以通漕舟。今丈

量，自深沟，榆河上湾，至吴家庄龙

王庙前白河，西南至坝河八百步。

及巡视，知榆河上源筑闭，其水尽

趋通惠河，止有白佛、灵沟、一子母

三小河水入榆河，泉脉微，不能胜

舟。拟自吴家庄就龙王庙前闭白

河，于西南开小渠，引水自坝河上

湾入榆河，庶可漕运。又深沟乐岁

五仓，积贮新旧粮七十余万石，站

车轨运艰缓，由是访视通州城北通

惠河积水，至深沟村西水渠，去乐

岁、广储等仓甚近，拟自积水处由

旧渠北开四百步，至乐岁仓西北，

以小料船运载甚便’。都省准焉。

通惠河自通州城北，至乐岁西北，

水陆共长五百步，计役八万六百五

十工。”（摘自《元史》卷六十四《河

渠志。白河》）

南北漕运最重要的一节就是

通州南下至白河北运河北段一段，

其上下分别是通惠河和大沽河，但

它所仰赖的潞河水源不足，河道浅

涩。元世祖忽必烈听取了漕运使

司的意见，于 １２９３年（至元三十
年）整治通州运粮河，单独从小渠

引水到榆河，使流水量增加，使官

民舟楫直达都邑，利国便民。关键

的这个白河，位于激州东四里；北

《长江丛刊》２０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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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通州潞县，南入于通州境，又东

南至香河县界，又流入于武清县

境，达于静海县界。抓住了主要矛

盾，引白河水，其它矛盾迎刃而解。

六、疏浚扬州运河与镇江运河

扬州运河在扬州之北，即今江

北运河，也称淮南运河。宋朝常设

军疏涤，还能漕运。元取宋之后，

运河逐渐壅塞，虽然下令睿治，效

果不明显。“仁宗延四年十一

月，两淮运司言：‘盐课甚重，运河

浅涩无源，止仰天雨，请加修治’。

明年二月，中书移文河南行省，选

官洎运司有司官相视，会计工程费

用。“运司言：“近岁课额增多，而

船灶户日益贫苦，宜令有司通行修

治，省减官钱’。省臣奏准；诸色户

内雇募丁夫万人，日支盐粮钱二

两，计用钞二万锭，于运司盐课及

减驳船钱内支用。差官与都水监、

河南行省、淮东宣慰司官专董其

事，廉访司体察，枢密院遣官镇遏，

乘农隙饼工疏治”。（摘自《元史》

卷六十五《河渠志。扬州运河）。

１３１７年（延四年）疏浚畅通。
镇江运河属江南运河，从镇江

到常州武进县吕城坝（今江苏省丹

阳东南），长 １３１华里。练湖在镇
江运河旁，用以潴蓄水，为江南运

河水源之一。若运河浅阻，则开放

练湖水以足之。元宋战争期间，土

豪劣绅乘战乱在湖中筑堤围田耕

种，侵占甚广，运河水不足，影响漕

运。后来奏准，元世祖派人提调疏

治，占湖耕种者，验亩加税。

根据情况，经反复研究决定，

先疏浚运河，后浚涤练湖。开运河

用工一万零五百十三人，六十天完

工；潜练湖用工三千人，九十天完

工；计实征夫一万三千五百十二

人，实支钞八千六百七十九锭三十

六两，粮一万三千十九石五斗八

升。为了加强领导，修筑湖岸，启

闭斗门，设提领二人，壕寨二人，司

吏三人，充实湖兵百人。为了进一

步保证运河畅通，元代还采取一系

列措施，使运河配套成龙。浑河为

通惠河水源之一，从大兴县流至东

安州，武清县，入郭州界。雨季容

易决堤，又减少通惠河水，元朝连

年修治，１３１１年（至大二年）入
１３１２年（皇庆元年）、１３１４年（延
元年）、１３２７年（泰定四年）用几十
万工修堤垒坝，变害为利，保证运

河畅通。１２８４年（至元二十一年）
在汶、泗、光、沂等水和运河承水的

济州城南置会源等八闸以控制来

水。１２９１年（至元二十八年）改建
了罡城坝，又改兖州城东门外土堰

为永久性滚水石坝。１３１７年（延
四年）在兖州滚水石坝上开闸

门，名为金口坝。经过这些工程的

完善，水源有了保障。

大运河从至元十三年到二十

九年（公元１２７６年－票－１９９２年）
逐段兴工完成的，在元代起过重要

作用。运河通航后，每年运至大都

的米在五百万石以上。在河道上

运输的还有来自江淮、湖广、四川

及海外的各种物资。大运河的畅

通，促进南北交流，巩固国家稳定

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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