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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新开廉让渠碑记①(清·雍正年间) 

 
 

                                               知县程锡琮② 
阌邑之南，距城十二里为金炉沟，泉源出焉。清潭激湍③，洒石分流。居民旧引

为三渠以滋灌溉。上渠为磨沟村，下渠为张村营，中曰腰渠。则张村乡民所恃以自
给④而沾濡者也⑤。顺治初，山水冲越，腰渠崩坏，乃仰给磨沟之潭，以为分水之
道，而磨沟扼具上游⑥，因循既久。每遇亢暘分数不均⑦，辄聚噪于有司之庭者屡
矣⑧。甲寅春⑨，余承乏是邦⑩，时总督河东部院念切恫瘝劳敷濊泽⑾，水利农田
精详区画，中州请宪饬谕敢励，百执事踊跃奉行，而本州刺史适以刑部至阌，指示
观摩，令善为之计。令乃进两村之民而谕之曰：腰渠旧有之乎?曰然。曰：张村有渠
而张村凿之，何预磨沟事耶?曰：渠道由磨沟村地，恐其冲激耳。令曰：黄河九曲，
土实障之，脱过虞，毋宁以地易地。令视其色犹若不豫者⑿，因晓之曰：尔辈之争
此水也，将有以长子孙乎?曰：然。将贻之以安⒀，勿贻之以危乎?曰：然。曰：藉
令尔辈居上游，而张村以愤激故衔怒⒁，而两村之子孙构讼交争或生死不测，则尔
辈实贻之以危矣。乃始恍然悟。令遂身同县尉章三策诣平其事⒂，乃于河口更立
潭。易地不数亩，计日赋工，浃旬而就，两村人始相呶⒃，既而欢相谢也。渠成，
锡之名曰廉让，所以风示也。夫阌邑之好讼也至矣，干糇失德比比皆然⒄。一遇争
渠斗哄，村环聚执锸者林立⒅，讼逾数十年、案经三五世而不得结⒆，令是邑者往
往苦之。若磨沟村之服善好义，取天地自然之利而不敢贪，分井养不穷之义而使之
布⒇，俾[21]百年不解之案一旦解纷。一村廉一村让，推而广之，则一邑廉一邑让
矣。又推而广之，则不独一邑廉一邑让矣。今圣天子恺泽旁流，恩膏四沛[22]，其
可有于一村一邑而沾惠利，而敦雍睦者[23]，即下邑亦不遗焉。伏读督宪之檄曰
[24]，民富而教。耳目齐而心志一。数年以后，命何自而有，盗何自而兴，是训
也，令固奉若金石而犹冀操之如券也[25]。阌民其共知此心乎!谨记。 

 
简注： 
    ①题解：有井不用渠水，有渠不独占，故名“廉让渠”。 
    ②作者程锡琮，安徽六安人，清雍正十年(1732年)任阌乡知县。 
    ③激湍：因受阻而上涌湍急的水流。 
    ④恃：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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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沾濡：沾湿润。此指灌溉田地使之滋润。 
    ⑥扼：扼守，控制。 
    ⑦亢暘：指长久干旱。暘：日出。 
    ⑧辄聚噪于有司之庭屡矣：辄，总是；聚噪，即喧噪；屡，常有。 
    ⑨甲寅春：雍正十二年(1734年)春。 
    ⑩是邦：即阌乡县。     
    ⑾念切恫瘝劳敷濊泽：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敷，施于；瘝，音棺，病。
濊，大水貌。 
    ⑿犹若不豫者：仍然有不快乐的颜色。犹若，好像；豫，快乐、喜悦。 
    ⒀贻：遗留。 
    ⒁衔怒：衔恨，衔冤。 
    ⒂诣平其事：亲自到这里解决争水事端。 
    ⒃呶：叫嚷。 
    ⒄干糇：干粮。 

⒅执锸者林立：持挖土工具的人很多像树林一样排排齐立着。锸：挖土的工具。  
    ⒆三五世：即三至五代。世：即人生一辈子，一生一世。 
    ⒇这两句是说应该享受天然的利益也要义取而不贪占私为已有。 
    [21]俾：使(达到某种效果)。 
    [22]这两句是说皇上的恩泽膏如春雨普及四方。 
    [23]而敦雍和睦者：即敦厚、文雍、和睦。 
    [24]督宪：官名；檄：晓谕、告示之类。 
    [25]令固奉若金石：指执行督宪的指示如金水凝固一般不可更改。 
    [26]这句是说：把督宪发布的晓谕拿上如获凭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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