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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左宗棠在晚清新疆水利开发中的作用

刘永强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兰州 730070)

[摘　要 ]新疆水利在汉 、唐 、元各代均有发展, 迨至清代前期,各朝在南北疆大兴水利, 取得了

很大的成绩。这是由于新疆的农业属绿洲农业, 所以水利的兴修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晚

清, 左宗棠在新疆时,提出了 “开屯之要,首在水利”;“治西北者,宜先水利”的主张, 注重选拔官吏

兴办水利, 采取了防营独办 、兵民合办和官贷民办等三种出资兴工的方式, 在新疆掀起兴修水利的

热潮, 一度出现了 “水利大兴, 而垦事亦盛”的局面。左宗棠建设新疆水利的经验教训, 对今天的西

部大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就左宗棠在晚清新疆水利开发中的作用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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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水利发展很早, 从汉代就已经开始, 有的遗迹

至今尚可辨认。至清代前期, 在南北疆大兴水利, 取得了

很大的政绩 。新疆水利的发展, 往往与当时的垦地屯田

有很大的关系。以清代而言, 道光后期谪戍伊犁的林则

徐, 就为新疆水利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同光时期的 “中

兴名臣”左宗棠,不仅收复了新疆,力主新疆建省, 还对新

疆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与建设。

一 、新疆水利的概况与左宗棠的几点认识

(一 )概况

新疆的农业是绿洲农业, 依靠水利灌溉, 很早就形成

了一定规模的水利设施。北疆自古畜牧业盛兴, 水利不

兴, 但自乾隆以来,大兴屯垦, 沟渠纵横, 田地肥美。但自

同治以来近十年的时间里, 由于河道水渠堙废,大片土地

荒芜。白彦虎为阻挡清军追击, 曾决开都河水,使喀喇沙

尔地区成了一片泽国 。叶尔羌河冲决长堤, 使 “数百里间

田庐漂没, 驿程梗阻, 城堡坍塌;而玛喇尔巴什地方……

因处低洼, 遂为群水所汇, 竟成泽国” [ 1] 53;喀什噶尔河决

口, 致使 “道路桥梁荡然无存” [ 1] 54;乌鲁木齐长胜渠 “坝口

被河水刷毁, 纵横数十里, 中膏腴之地尽为圩莱” [ 2] 。战

乱不仅使当地农田水利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也使各族群

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据载, 乌鲁木齐 “满汉

两城只余汉民及残回数十人” [ 3];喀喇沙尔及库尔勒皆空

无一人 [ 4];吐鲁番之民 “靡有孑遗” [ 5] , 断垣残壁, 荒野一

片, 荆棘丛生,狐狸啸聚,真是满目疮痍, 百废待兴! 但正

如《清史稿》所说, 左宗棠 “善于治民, 每克一地, 招徕抚

绥, 众至如归” [ 6] 。左宗棠在用兵新疆的同时, 就着手新

疆的经济建设, 大办屯垦, 大兴水利。 “每师行所至, 相度

形势, 以屯田为务,战争余暇, 即令士卒持锄犁开渠引水,

从事耕种, 树艺谷桑, 种植蔬菜,以充军食。 复助民治水,

募民垦地。” [ 7]逐步使新疆农业生产得以恢复。

(二 )对新疆兴办水利的几点认识

左宗棠高度重视农田水利事业, 认为 “王道之始, 必

致力于农田, 而岁功之成, 尤资夫水利 ” [ 8] 427。 到西北以

后, 他清楚地看到, “西北地多高仰, 土性善渗, 需水尤

殷” [ 9] 518。没有水源或不兴修水利, 就无法发展农业生

产。在西北十余年当中, 他对新疆兴修水利的重要性形

成了自己独特而又深刻的认识。

( 1) “开屯之要, 首在水利 ” [ 10] 515。这是就水利与屯

政的关系而言。左宗棠在早年说到西北建设的一首诗

中, 就有:“兴屯宁费度支钱 ” [ 8] 456的诗句。在西北, 给朝

廷的奏折中指出:“历代之论边防, 莫不以开屯为首务。

或办之用兵之时 , 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 以规久

远。” [ 11] 288左宗棠认为屯田政策是收复新疆以后恢复和发

展当地生产, 解决军粮和老百姓口粮的首要措施。而最

基本的条件就是要解决水利灌溉的问题。对此, 他认识

到, 如:“西北治地开荒,尤资水利。就洼潴水, 障之令深;

引渠灌田, 洒之令普。” [ 11] 288 “西北水利不修, 农功阙

略。” [ 10] 433“水利为屯政要务” [ 12] 455, 等等。主要包含三层

意思:第一, 解决水源或兴修水利是提搞好屯田的基础。

第二, 选择靠近水源或便于灌溉的地方屯田垦荒, 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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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面积成片的地带兴修水利,新疆 “新增屯垦均在新开

渠工两岸” [ 9] 518。第三, 水决定地之发展生产的效益与潜

力。他说 “西北地多高仰, 土性善渗, 需水尤殷。水足则

地价倍昂, 以产粮多也;水歉少收, 价亦随减” [ 9] 518。左宗

棠看到:“盖自凉 、甘 、安 、肃以达新疆, 大致相若 ” [ 13] 387。

即以是否靠近水源地和灌溉水量的多少来判定当地发展

农业生产的效益和潜力。

( 2) “治西北者,宜先水利。” [ 13] 387这是从兴修水利与

西北开发的关系而言 。他把兴修水利作为开发新疆与西

北优先发展的要政。光绪四年, 左宗棠给刘锦棠的长信,

就西北兴办水利的重要性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西

北素缺雨泽荫溉, 禾 、稼 、蔬 、棉专赖渠水, 渠水之来源惟

恃积雪所化及泉流而已。 ……治西北者, 宜先水利, 兴水

利者, 宜先沟洫, 不易之理。惟修浚沟洫宜分次第, 先干

而后支, 先总而后散, 然后条理秩如, 事不劳而利易

见。” [ 16] 387这段话包含了左宗棠对西北水利建设的重要

性 、方法 、步骤等问题的认识,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 3)林则徐在新疆兴办水利的启示。林则徐向来关

注国计民生, 注重屯政 、水利建设, 主张 “厚培民气”, “通

民疾苦”, “下恤民生, 上筹国计。”还很重视水利河工, 认

为 “水利是农田之本”, “水道多一分之疏通, 即田畴多一

分之利赖” [ 14] 。道光二十四年 ( 1844年 ), 林则徐在谪戍

伊犁期间, 奉命查勘南疆水利, 次年与和尔罕 (今蒲犁 )接

引西北之哈拉木扎什水渠及东南之色热瓦特大渠垦地灌

溉;又喀喇沙尔 (今焉耆 )接挑支渠引前年所开之北大渠,

灌溉北山根据地。又托克逊西之伊拉里克垦地引其西二

百余里之大小阿拉浑水开大渠, 分为支渠引灌。渠成后

制定管理章程四条 。林则徐看到天山以南的吐鲁番一

带, 由于地面水源十分缺乏, 当地维吾尔族人民很久以来

就通过一种叫坎儿井的引水工程, 利用地下潜流灌溉田

地。林则徐初次见到不知为何物, 连连说 “不可思议!”后

经调查总结, 立即大力提倡 、推广。并报奏朝廷 “卡井应

准酌开”, “其利甚溥, 其法颇奇, 为关内关外所仅见”, 应

鼓励民户自挖 [ 15] 。改进推广坎儿井的结果, 使吐鲁番这

块 “亘古无雨泽”的火州赤地变成了 “沃壤” [ 13] , “田土膏

腴, 岁产木棉无算” [ 17] 。后人为纪念林则徐的业绩, 称坎

儿井为 “林公井”。左宗棠受到林则徐在新疆凿井经验的

启发, 在陕甘推广凿井灌田之法。在光绪三年 ( 1877年 )

的大旱中, 他曾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凿井,用以解决人畜饮

水和抗旱灌田的水源问题。在新疆学习林则徐的办法兴

修水利, 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 4)用人很重要。 左宗棠把屯垦和兴修水利看作一

个整体, 认为屯垦 “虽由渐而入,随时随地, 得实心之人办

理, 自有成效” [ 11] 123。对于修建水利工程, 指出, 关键是要

选用好官, “此在勤民之官自为之,令各知其意,不必多加

督责, 王道只在眼前, 纲张斯目举矣。其要只在得人, 勤

恳而耐劳苦者, 上选也。” [ 13] 387后来,正是注重选用勤奋干

练的王德榜 、张曜 、刘锦棠等人兴办水利, 使西北兴修水

利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王德榜将军不仅在西北成功地兴

建了沫邦河水利灌溉工程,而且 “在督带恪靖定边军出征

越南以前, 还帮助文襄公在北京做成了永定河上源一千

数百丈的石坝;开成了六合境内滁河下游二十多里的另

枝, 铲除其中最艰阻的二十丈的石脊, 整理句容赤山湖到

南京秦淮河间又是一个二十多里的水道” [ 18] 189。 被秦翰

才誉为 “开河专家 ”。而张曜在新疆开渠兴屯的利民实

政, 也受到时人的称赞, 说 “哈密水利遂为各路最” [ 19] 。

左宗棠致函张曜说:“哈密产粮本多, 全资湖水 、泉水灌

溉。乱后失修, 遂成废壤。麾下毅然为之潴蓄引灌, 得此

美利, 弟必尽力佽助, 不稍吝也。惠哈密者, 为国树屏藩,

省巨费, 非公不肯任此,非弟亦不能成公之志。” [ 10] 517得意

之情, 溢于言表。秦翰才将林则徐与左宗棠在新疆兴修

水利的功绩相媲美, 又把帮助林则徐的黄冕与左宗棠的

部属张曜相提并论,褒扬其功, 实不为过 [ 18] 191。

( 5) 民本思想对左宗棠的影响。从水利与养民 、安

民的关系方面看, 左宗棠认为:“水利所以养民, 先务之

急, 以此为最。” [ 12] 104即把水利作为养民安民的根本。他

之所以特别重视水利,除他一贯的重农思想外,主要出自

重民思想与民本思想。在他看来, 既要维护国家利益,就

要重视赖以维持这个国家存在的民众。在这样的思想基

础上, 他深谋远虑,提出了 “保民 ”、“养民” 、“爱民”和 “民

可近不可狎”的正确主张, 认为 “保民之道, 必以养民为

先” [ 13] 759, “诚心爱民, 其为民谋也” [ 13] 759。所以, 左宗棠

一到西北就提出了 “若从养民之义设想”, 非兴修水利不

可的主张并付诸实践。[ 13] 716

二 、左宗棠部属在新疆各地兴修水利的情况

与出资兴工方式

(一 )南路方面

左宗棠在新疆最早是在哈密兴办屯垦水利的, 其主

持者是嵩武军统率张曜。左宗棠要求张曜在哈密办屯

垦 、修水利,认为这是为当地创办 “永久之利” 。张曜因地

制宜, 创造了架槽毡工的方法, 以防漏水。[ 20]槽以木制,底

铺毛毡, 防止漏水。木槽起自山麓, 远渡沙漠, 长亘数里。

石城子渠就是用这种毡条铺底的办法引水灌田的。为了

解决毛毡问题, 张曜要求左宗棠解决 6万条。 而左宗棠

克服各种困难, 从宁夏 、河州 、西宁等地广泛搜购, 在军饷

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却备足了十万条, 节节搬运出关。张

曜用这种方法引水灌溉二万余亩, 岁获粮食数千石。还

修浚了石城子渠东榆树沟水渠一条, 灌地五千亩;石城子

渠西五道沟渠一条。使哈密成为新疆水利发展的重点地

区。

吐鲁番旧有官渠坎井 ,因年久失修而废, 左宗棠委派

善后局道员雷声远及防营提督罗瑞秋等修复, 又开凿坎

儿井一百八十五处。[ 10] 517

库尔勒旧有官民二渠 ,兵燹失修, 委派防营都司邹金

本督率修浚。[ 21]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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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楚河长四十里, 水不归渠, 旱潦无备, 委派防营

副将王玉林等修筑完好, “宣泄有资” [ 21] 524。

库车阿柯寺塘 、赛马里柯两处渠长六十里, 横贯戈

壁, 工程尤大, 委派驻扎库车统领易开俊督率兵民修建,

又增开许多支渠, 使农田灌溉极为便利。[ 21] 524

南路西四城以葱岭南河即叶尔羌河和葱岭北河即喀

什噶尔河为水利大动脉, 南疆主要河流叶尔羌河因久未

疏治, 河床愈壅愈高, 河堤愈决愈宽。河水泛滥后, 由玛

喇尔巴什直趋乌兰乌苏河, 自爱吉特虎台至阿克苏克台

数百里间, 田庐漂没, 驿道梗塞, 城堡倾颓, 沿河各绿洲

“居民靡有孑遗 ”。刘锦棠派人查勘后, 得知修复工程量

极大, 只能采取军民分段修治的办法, 令驻军兵勇与民夫

一起堵筑决口, 疏浚河床, 并把老岸及长堤加高加厚。沿

河大小渠道相互连接 ,又修支渠多条, 以备汛期泄洪。随

后又命各地方官兵 “招徕流亡, 散发牛 、籽, 农具, 难民渐

次复业” [ 22] 。

南疆另一条主要河流喀什噶尔河, 不仅滋养着喀什

噶尔, 玛喇尔巴什 (今巴楚 )的土地也赖此河灌溉。这条

河因 “兵燹久未修治 ”, 于龙口桥上二十余里处冲决一个

大口子, 河水由此决口, 直泻玉带里克各台, 沿途土地良

田均成一片汪洋。刘锦棠委派余虎恩等堵筑整修玛喇尔

巴什各渠, 使水患大减。葱岭北河龙口桥上游决口, 直注

玉带里克各台, 湍悍特甚, 经汤彦和及杨金龙等率领军民

开挖支河, 以分水势, 堵塞决口, 以截横流。龙口桥以上

的英阿瓦提 、牌素巴特及和硕阿瓦等各河渠, 先后委派罗

长祐 、董福祥 、侯名贵和王维国等次第修复。[ 23]此外, 叶尔

羌的图木舒克台渠坝 ,焉耆的开都河堤都分别勘估修筑,

于是水利大兴, 屯田益广。

(二 )北路方面

巴里坤防营蜀军提督徐占彪修复大泉东渠, 可灌溉

农田数千亩。 绥来附近数百里间, 阡陌纵横, 沟渠周遍,

“有水田能收稻米, 虽次于温宿, 而长腰香软, 更胜长

沙” [ 24] 。迪化州修永丰和太平二渠,福裕修安顺渠, 刘嘉

德修奇台诸渠 [ 21] 524-525, 等等。

(三 )左宗棠在新疆兴办水利工程, 主要采取了防营

独办 、兵民合办和官贷民办等三种出资兴工的方式。

( 1)防营独办。这是左宗棠在西北兴修水利的主要

方式。主要集中在军屯要地或防营驻地附近。由左宗棠

筹资出钱, 勇丁出人出力完成。 据载, 在新疆境内, 自张

曜在哈密兴修石城子渠给予成功示范以后, 其他地方如

镇西厅 、迪化州 、绥来县 、奇台县 、吐鲁番 、库尔勒 、库车等

地所修各渠及坎井等, “皆各防营将领饬兵勇轮替工

作” [ 25] 378,独立完成。

( 2)兵民合办。即由左宗棠拨款, 兵勇和当地民众共

同兴建的水利工程。在新疆, 不少水利工程都雇用民夫,

据载:“其兼用民力者, 给以雇值。地方官募民兴修者,亦

议给工食。” [ 25] 378特别是 “库车阿寺塘, 工程尤大, 驻扎库

车统领……易开俊督率弁兵, 辅以民伕, 修筑通畅, 增开

支渠, 灌溉称便” [ 25] 384。

( 3)官贷民办 。就是由官府出资, 由地方官督率农民

出力兴建的水利工程。 这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由

官府直接拨款, 由地方官督办民伕兴建的水利工程。刘

锦棠主持兴修的水利工程主要采取这种方式。第二种是

以工代赈, 兴修水利。光绪三年西北大旱时, 左宗棠发起

的凿井运动中广泛使用过。这种方式在新疆也深受各族

群众的拥护, 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效。

　　三 、左宗棠新疆兴办水利的几个特点

1888年, 左宗棠离开新疆前, 在给朝廷上的《办理新

疆善后事宜折》中,把 “修浚河渠”放在战后新疆建设的第

一位。他多次督饬刘锦棠 、张曜 、周崇傅等随时留心查勘

水源渠道, 切实兴办水利。左宗棠把兴建水利作为开发

新疆的基础工作 ,是根据新疆实际 、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

的。左宗棠为加快新疆水利建设而阐发的独到见解, 突

出地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 )强调 “修浚沟洫, 宜分次第” 。左宗棠认为兴修

水利应 “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然后条理秩如, 事不劳

而利易见” [ 13] 387。即主张先修干渠, 后修支渠;集中力量

修干渠, 各地组织力量修支渠。

(二 )强调兴修干渠应以驻军为主力, 必要时也可兼

雇民工。如镇迪道金河 、迤东 、工兴等渠渠口被水冲垮,

左宗棠命令驻军首领 “于秋后农隙督饬各营将弁, 派拨屯

丁, 妥为修筑。万一工程浩大, 屯丁势难独任, 准即会商

该道, 招集附渠农民,酌借资粮, 一体帮工 ” [ 12] 193。前述兵

民合办, 就是这种方式。

(三 )地方兴办水利实行以工代赈。左宗棠认为, 组

织地方农民修渠 ,不可与国家供给的军队一样对待, 应当

酌给报酬, 保证基本生活。他强调 “地方官募民兴修者,

亦议给工食。诚以民困甫苏, 未可责以力役也” [ 10] 517。或

者采取 “酌借资粮”, 待 “来岁秋收后,以粮缴收成本”的办

法, 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工代赈的用工原则。[ 12] 455其后, 刘

锦棠按照左宗棠的指示, 在南疆各地招集民伕民匠兴修

河渠, “所有伕役皆系被灾穷民,仿以工代赈之法, 每日发

给粮食。惟所雇民匠, 除日给食粮外, 仍按月酌发工食银

两” [ 1] 56。这种做法,比之过去清朝官吏的摊派差徭以及

阿古柏匪徒的奴役驱使,自然容易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

取得实绩实效。

　　四 、成绩与影响

现据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的统计汇

总, 到左宗棠 1880年调离西北时,在新疆兴修的主要水利

工程有:

哈密兴修水渠两道, 长约六十余里, 宽八丈, 深十丈

余。巴里坤修大泉东渠一条, 长二十里。古城子, 兴修官

民各渠。乌鲁木齐兴修永丰 、太平 、工兴等三渠共长一百

六十里;另修大小地窝堡 、九家湾等三渠共长二十里。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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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斯修大顺渠一条。吐鲁番兴修官民各渠, 还挖掘坎儿

井一百八十五处。喀喇沙尔, 兴修官渠十道;开辟上户新

渠一道, 长三十里。库车修两渠, 横贯戈壁六十里。库尔

勒兴修官渠民渠各一道。库尔楚兴修河道四十里。南疆

开凿大连 、小连 、萼拉合齐和老南四渠共长一百六十里;

喀什噶尔附近修牌素巴特渠, 长一百二十里;另修英阿瓦

提渠长八十里。[ 18] 192-193西征军对各地河渠的修整, 使新

疆的生产条件得到了改善, “回疆西四城自兴修各项工程

以来, 闾阎鲜水之忧……田赋税厘渐有起色, 则非诸将踊

跃从公之力, 其效或未易臻此也” [ 1] 55。新疆因此出现了

“水利大兴,而垦事亦盛” [ 18] 193的局面。光绪十年 ( 1884)

新疆建省时, 刘锦棠专门设置玛喇尔巴什直隶厅水利抚

民通判一员, 管理该地的水务。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之后, “为抚慰民心, 安定民生,充

裕国课, 巩固国防计, 莫急于农田水利之修复。 ……其领

导之诸军官深知其然, 当行军之际, 莫不兢兢业业, 戮力

于是” [ 26] 387-289, 在新疆大搞农田水利建设 ,使水利灌溉遍

于新疆南北路各地, 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左宗棠为

新疆地区的水利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而为新疆农业

生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左宗棠虽然离开了新疆,

但正如秦翰才所说:“清政府在文襄公 (清王朝给左宗棠

的谥号 )去后,所用西北大员, 像陕甘总督一席,从杨昌濬

(护理 ), 而谭钟麟, 而杨昌濬, 而陶模, 而魏光焘, 新疆督

办和巡抚一席, 从刘锦棠, 而魏光焘 (护理 ), 而陶模, 而饶

应祺, 无不和文襄公有深切的渊源。便是其下的布政使

和按察使, 也几无一不是文襄公所识拔。这一个情形,一

直延续到光绪三十年左右。” [ 18] 226这种人事安排, 使左宗

棠重视兴办水利的政策得以继承和落实。总之, 经过刘

锦棠 、魏光焘 (护理 ) ,陶模 、饶应祺等历届巡抚 、各级官吏

和新疆各民族人民几代人不懈的努力 ,据《新疆图志·沟

渠志》的记载统计, 到光绪后期, 新疆三十八个县修整和

新修干渠九百四十多条,支渠二千三百多条, 灌溉面积超

过一千一百多万亩。[ 26] 392-394详细情况见下表。[ 27]

地　名 干　渠 支　渠 灌 溉田 亩

迪　化 44 66 186, 637

昌　吉 13 96 96, 674

呼图壁 38 64 53, 800

奇　台 20 30 316, 280

阜　康 6 24 51, 759

绥　来 51 136 109, 748

孚　远 7 21 121, 039

吐鲁番 34 23 82, 149

鄯　善 46 21 75, 159

镇　西 34 24 41, 175

哈　密 21 23 19, 210

库尔喀喇乌苏 17 34 11, 405

塔　城 15 10 43, 807

精　河 7 9 4, 227

绥　定 15 28 29, 140

宁　远 13 7 645, 550

焉　耆 30 7 167, 805

新　平 18 1 19, 564

轮　台 7 17 165, 700

库　车 40 108 654, 476

沙　雅 30 50 303, 747

拜　城 12 14 445, 577

温　宿 17 123 919, 475

乌　什 36 117 572, 793

柯　平 3 14 28, 164

若　羌 7 10 18,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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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名 干　渠 支　渠 灌 溉田 亩

于　阗 39 43 636, 133

洛　浦 8 47 293, 944

和　阗 32 132 662, 334

巴　楚 26 121 202, 728

皮　山 38 19 360, 891

叶　城 33 143 844, 106

莎　车 19 184 1, 021, 500

伽　师 68 58 366, 889

英吉沙尔 9 61 480, 014

疏　勒 34 206 555, 448

疏　附 46 161 590, 454

蒲　犁 11 51 1, 925

合　计 944 2, 333 11, 190, 621

　　南疆人民还整治了小海子 、古海子和洪海子数处湖

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 增强了新疆抗御旱涝灾害的

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各族人民的

生活条件, 新疆各地呈现出荒地渐少, 生态渐转 、民困渐

苏 、百业肇兴, 民气日旺 、气象一新的景象。有些水利灌

渠, 至今仍发挥着溉田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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