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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因此大江大河都是呈东西走向。
黄河、济水、淮河、长江古代称之为四渎。
四渎中的济水、淮河流域以及黄河、长江的中下游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人烟聚集之地。
古代运输粮食和大宗货物，主要靠水运，东西向的水运交通可以利用自然江河，但是南北向的水运交
通因没有河道而无法进行，于是人们设法在相邻的自然河道之间开挖人工河道，使两条自然河道相通
，这人工河道就是运河。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交通卷》对运河的释义“人工开凿的航运渠道”和《现代汉语词典》对运河
的释义“人工挖成的可以通航的河”。
可知所谓运河，必须具备人工开挖和可以航运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例如，人工挖成的灌溉渠道不属于运河。
用于航运的自然河道也不能称为运河。
　　本书介绍了上起商朝下迄清末各朝代开凿和治理运河以及我国运河开凿技术不断发展的历史。
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业已湮废的运河以及至今尚存在的运河，基本上都囊括在本书之中。
 我国开凿运河的历史，学术界一向认为起始于春秋时代，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本书别突破这一传统观点，介绍并论证了我国早在商朝后期和西周时代就已经开始开凿运河。
在古今中外已经出版的运河史专著中，是明确提出我国具有三千年运河历史的第一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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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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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
商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时的一个地方部落，世居于商(今河南东部商丘市一带)。
夏朝传到最后一个帝王桀时，荒淫暴虐，因此众叛亲离，反抗者四起。
当时商族部落的领袖成汤，乘机积聚力量，发展势力，经过多次征战，终于攻灭夏朝，建立了新的王
朝，是为商朝。
建都于毫(今河南商丘市，亦说今山东曹县)，其子孙曾多次迁都，至中期的盘庚时，又迁都于殷(今河
南安阳市西北小屯村)。
其后不再迁都，故后世习称从盘庚起的商朝为殷朝(共传八世，十二王，约二百七十余年)。
殷朝传至帝王纣时，为周朝所攻灭，整个商朝为时约六百年。
因此，商朝也称为殷朝、商殷或殷商。
    商朝后期已有文字问世，这种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故称甲骨文。
在目前已得到考释的二千余个甲骨文中，(即舟字)的图像和占卜行舟时凶吉的记录，说明商朝时水上
交通活动已是普遍现象。
我国的先民们，利用人力开凿运河的历史非常悠久。
其起源，可以追溯至距今约三千年前的商朝。
当时的甲骨文没有记载关于开凿运河之事，幸好这类工程活动往往与某个帝王或某个历史人物有关联
，人们在颂扬、缅怀他们的历史功绩时，开凿运河的史事也就成为功绩的实例而在民间长期相传，经
过后人的记述，成为反映我国早期运河历史的文献记载。
这使我们在今天得以了解发生在几年年前有关开凿运河的一些往事，以及我国先民们在创造古代文明
中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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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所谓后记，就是写在书后的短文，用以记述写书的目的和经过。
关于我写书的目的和十年写书的艰辛经过，已在本书前言中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在这篇后记中需要记述的，是我妻子对我写书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我是1994年8月退休的。
在我准备动笔写书时，面对着经过长时期收集积累、装满几个纸箱的资料卡片和读书心得笔记，不觉
茫然发愣了，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问题：要将这么多的资料和心得笔记，进行咀嚼、消化、吸收而
形成一部书，老天赋予我的退休时间是否够用?于是我下意识地就我的写书意愿，向亲朋好友征求他们
的看法。
反馈回来的意见几乎是众口一词：犯不着写书。
理由可以归纳为三点：一、人生短暂，在职期间已经辛苦了一辈子，退休后理应好好休息，保养身体
，争取多活几年，享受安定、幸福的晚年生活。
二、写书劳心又劳身，千万不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
尤其是这样一部题目大、篇幅多的学术专著，由一个年老体衰、已经退休的老人来写，在脑力和体力
上肯定承受不了，很可能半途而废，到那时书未写成，而身体却垮了，将后悔莫及，遗憾终身。
三、当前学术著作的出版十分困难，即使这部书能够写成，也是无法出版。
到那时面对着一堆废纸，所付出的精力、财力和岁月全部打水漂，喊冤天不应，哭诉地无门，不如不
写。
这些意见真的是都很实在和中肯，因此我一度陷于傍徨之中，犹豫着迟迟没有动笔。
这时，我的妻子却对我说：“读书、写书是知识分子的本分，既然你早就有志于写书，花了一辈子心
血，收集这么多资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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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三千年运河史》介绍并论证了我国早在商朝后期和西周时代就已经开始开凿运河。
在古今中外已经出版的运河史专著中，是明确提出我国具有三千年运河历史的第一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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