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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碑刻文献，远溯至先秦的石鼓文。其树碑的要义在于存史记事，永昭后世。然
碑多立于田间、道旁、庙内等处，历经沧桑巨变，风雨剥泐，非有特殊保护措施，
其能垂永久者极少。如河南省新安县的张钫，集唐代墓志铭千余块于“千唐志斋”
形成洋洋大观者，不仅华夏少有，也为世界所罕见。本书著者在编修《三门峡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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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志》的过程中，对于散见豫西各地与水利有关的重要碑刻，经过搜集筛选，又进
行了点校注释等文献整理工作，编成40万字的《豫西水碑钩沉》。共收入历代文献
300佘篇，內容涉及治水工程修建、水旱地震灾害赈济、水事案件诉讼、诗词以及与
水利有关的诸多方面。载录民国以前的230佘篇的碑刻佚文中，现存碑刻170佘篇之
多，足迹遍及豫西洛阳市的偃师、新安、汝阳、宜阳、嵩县等县和三门峡市內各县
(区市)城乡，于此可见作者整理之辛劳与功力之深厚。 

这部《豫西水碑钩沉》的问世，填补了河南省水利碑辑注的空白，实为豫西地区
水文献整理的发轫之作。它对了解豫西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与防御，为探讨
豫西水利水保工作的发展和工程管理提供了翔实可靠妁实物资料。书申所载的大部
分石刻未见诸于史志，这对抢救豫西水文史料，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有着不可抵估
的作用。书中的石刻拓片摄影等，将以其较高学术品位和史料价值，成为豫西地区
各市县志书特别是水利专业志的重要补遗。 

 
                                                                邵文杰 
                                                           1999年12月 
    (序文作者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原河南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序  二 
 

    石刻碑碣，是将图文铭刻于无生命的石头而形成的具有独特生命力的汉文化载
体。而水事活动是人类惟一接触最频繁的活动，水事载入碑版，反映了人们对其重
视，寄托了人们各种良好的愿望。搜集整理水碑，可以填补水文化研究土的空白。
摆在我们面前的《豫西水碑钩沉》，就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
点：   
    首先，资料颇为具体翔实。书中搜罗了豫西地区(含三门峡、洛阳两市辖区)和
周边地区(山陕及豫北等地)的水碑，文图并茂，可作旁证。所选水碑，内容丰富，
有灾害实录、赈灾救灾、水利工程、水事案件、治水人物等；时空广阔，上迄大禹
治水，历代至今；形式多样，有摩崖石刻、纪念碑、墓志铭、管理科条等；地域广
泛，涉及到十八个省市。碑主或为豫西人在外居官，或为外籍死后葬于豫西，他们
因兴修水利，救灾济民而被载记于碑铭。作者将搜集到资料，按时间、类型进行编
排，为我们提供了一组翔实的水文资料。 
    其次，该书探颐索隐，将水文相关资料系统融合。书中除编入水灾，水灾赈
济，水事案件、水利工程等专一的水碑外，还编入旱灾及赈济碑文，甚至还附编了
地震碑志，因为人们生活在地球上，水地可以一体研究。在蝗灾与旱灾并行时，一
并载入书中。需要指出的是，书中载入许多人物事迹类碑刻，编者独具慧眼，能从
繁多的歌功颂德的无用文章中披沙拣金，揭示碑文申传主治水情况或碑文记载的灾
害史料。阅者应充分理解这一点，不要囿于资料堆内，要善于发现，取其精华，为
我所用。 
    最后，该书的整理注解颇为详细。编入该书中的碑文，有编者据实物抄录者、
有据拓片整理者，除少量二手资料引用外，多为编者所亲自整理。其标点校勘、题
解注释，皆为精当，若非饱学有识之士锲而不舍，绝难为此。同时，编者精于碑
版，所选拓片图照有一定书法上的价值。 

应该说明一点，编者范天平同志，现已年逾古稀，为集水碑，编注本书，他历经
十余年艰辛，足迹遍于豫西各县市，这种潜心水碑研究的精神，是“献身、负责、
求实”水利行业精神的具体体现。很值得我们水利工作者乃至各行各业有志于专业
研究的人们所学习。值此《豫西水碑钩沉》出版之际，谨志数言，权以为序。 

 
                                                            王  璋 
                                                          2000年7月20日 
     (序文作者为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 
 
 



 
 

序  三 
 

水利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命脉，故历代明君贤臣无不把兴修水利、治理水患
作为治国安邦的人事来做，其治水事迹，相传始于大禹所树南岳衡山岣喽刻石。先
秦以后，历代水事石刻，可谓洋洋大观，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灾荒、战乱，佚失殆
尽，现存石刻已寥寥无几，其石刻珍贵之处，在于他是原始的治水纪录。编者有鉴
于此，以锲而不舍的精神，经过十余年的辛勤跋涉，跑遍了豫西大地，搜集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水事碑刻205通，其中现存碑刻170余通，制作拓片80余帧，名
曰：《豫西水碑钩沉》。其碑刻记述涉及全国18个省(市)的人和事；值得后人借鉴
的有：一是宋至和元年，弘农涧大水，虢州通判王君彦令释放囚犯，改水筑堤；二
是清乾隆年间陕州刺史高积厚，倡导兴建灰土渠，至今仍被作为节水措施推广；三
是清光绪年间，阌乡县令孙叔谦采用大块石料糯米汁和灰所筑的护城堤，直至三门
峡水库蓄水前，依然矗立在黄河南岸；四是清乾隆年间，鹿台村制定的轮灌制度，
一直延用到90年代；五是清道光年间，北京都察院委托开封知府、归德府通判处理
灵宝水事纠纷一案，仅用四个月时间就结了案；六是渑池县东柳窝村的黄河水位
碑，成为考征黄河道光二十三年最大洪幸流量3．6万秒立方米的惟一依据；七是唐
开元年间，卢氏水、旱、蝗灾二年绝收，县令房琯开仓放粮，救活百姓，灾后百姓
为其建立生祠，经历代修葺，至今已达1270年，还保存完好，现在祁村湾(当时县粮
仓所在地)的老年人，提起房县令还是赞不绝口。诸多碑刻汇集成书，堪称“存史资
治，继往开来，有益当代，启迪后人”之佳作。编者范天平同志为豫西做了一件十
分有益的工作，值此《豫西水碑钩沉》付梓出版，谨以为序。 

 
仝孟蛟 
(序文作者为

三门峡市政府副秘书长、原市水利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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