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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黄河改道与河政变革
———以 “黄河改道图”的绘制运用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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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咸丰五年的铜瓦厢决口和黄河大改道引发了晚清黄河河政管理体制的变革，河道总督的权力逐渐削弱，

山东巡抚开始在山东河患治理中起到主导作用，晚清国内外政局和地域官僚集团利益的纠葛延误了黄河河患的治理进

度。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收藏有几幅黄河改道图，分别描绘了晚清黄河改道穿运的情形，是了解晚清

黄河改道和河政运作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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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道光朝以后，黄河河患日益严重。由于黄

河下游河道不断淤高，导致黄河从江苏淮安黄运

交汇处的清口以下不断决口、泛滥、改道。进而

使得黄河下游沿岸地区的地势整体淤高。清咸丰

五年 （１８５５年），由于长期淤积，黄河自开封兰

阳县铜瓦厢决口北流，漫经豫、鲁两省 各 州 县，

至山东张秋镇穿运，夺大清河至利津县入渤海，

从而改变了几百年来黄河南流夺淮入海的局面，

并引发了 清 代 河 政 管 理 制 度 及 其 运 作 方 式 的 变

革。咸丰七年 （１８５７年），清政府以江南已无河

务而裁撤了江南河道总督及其属员，终结了南河

（江南黄河）、东河 （河南、山东黄河）两大河督

并立的局面。黄河改道、河患中心的转移和河政

管理制度的变革都影响了清代黄河图绘制重点和

河渠水利舆图类型的演变。咸丰五年以后，河臣

绘制了一批反映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并在张秋镇穿

运情形的舆图，直观而生动地表现了晚清黄河改

道与河政变革进程。

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黄河 大 改 道 的 过 程、

原因及其影响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就成为历

史学者和黄河水利史学者的研究热点问题，相关

成果不 胜 枚 举；而 晚 清 黄 河 河 政 与 治 河 党 争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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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被学者所关注①。但既有研究大都是基于

传世清代文献及相关档案而做出的，基本没有学

者运用清代黄河舆图这一第一手资料来进行相关

研究；而且，既有研究对晚清河政变革过程中的

地域官僚集团间的权力博弈与党争的探讨还不够

充分。有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

国国会图书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所 藏 的 晚

清 “黄 河 改 道 图”为 切 入 点 和 基 本 史 料，结 合

《清实录》等传世史 料，对 晚 清 黄 河 决 口 改 道 的

过程、晚清黄河河政变革的本质及其过程中地域

官僚集团的权力博弈情形进行深入探讨。

一　晚清黄河改道与河政变革

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金元以后黄河长期夺

淮入海，大量泥沙排入海口，河口不断延伸，使

坡降变化，曲流河段增多，加速了河口以上河道

的淤积。十九世纪以后，下游河道淤废不堪，黄

河日渐高悬，决口连年发生，决口河段从黄河入

海口开始向上游推移，其中尤以淮安至河口段河

患最为频繁。清代道光朝以来，清廷内 忧 外 患，

政治局势动荡，治河不力，也加剧了黄河下游河

道的决口。河道自身的变迁规律和人为因素的双

重影响已经致使黄河下游河道大决口和大改道不

可避免。

嘉庆、道光年间，黄河下游就一直处于不稳

定状态，冲堤、决口之事屡见不鲜。咸丰初年开

始的水涨、河 决、坝 塌 现 象，奏 响 了 咸 丰 五 年

（１８５５年）铜 瓦 厢 黄 河 历 史 性 大 决 口 改 道 的 序

曲。咸丰五年 六 月 十 九 日 （１８５５年８月１日），

黄河下游的汛水冲决了位于河南兰阳县北岸铜瓦

厢的堤岸，在险情环生的铜瓦厢处决口改道，酿

成了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黄河巨变。

黄河在铜瓦厢决口之后，当时内忧外患的政

局使得 清 廷 延 误 了 堵 口 时 机 和 治 河 事 宜。一 方

面，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无暇

顾及河工。河督李钧察上奏 “顺河筑埝”、“遇湾

切滩”、“截断支流”三策，不乏真知灼见，但除

“顺河筑埝”一策得到部分实施外，“遇湾切滩”、

“截断支流”两 策 因 时 局 多 艰 而 沦 为 空 言 议 论，

并未真正实施，致使黄河铜瓦厢以下河段一度处

于漫流 状 态，山 东 境 内 水 灾 尤 为 严 重。另 一 方

面，清廷中央官员以及地方督抚之间的治河之策

相互抵 牾，难 以 达 成 一 致，形 成 决 议 并 有 效 实

施，从而延误了治理的时机，扩大了受灾的时间

和范围。总体而言，清朝众臣的治河意见主要分

为两派：一派是以山东巡抚丁保桢为代表的山东

官员，力主堵口，挽黄河恢复南流故道；另一派

是以翁同龢、李鸿章为代表的江苏、安徽臣僚则

主张顺从河势新道，另筑修堤。双方争 执 不 休，

相持不 下。两 派 的 争 论 不 仅 是 由 于 治 河 意 见 不

同，还牵 涉 地 方 利 益 纠 缠，就 使 得 局 势 更 加 复

杂。几经 争 议，直 至 光 绪 元 年 （１８７５年）清 廷

才最终决定放弃黄河故道，沿黄河决口形成的新

道修筑堤防。漫流期间黄河下游自身的冲刷和两

岸民间所筑民埝堤防的收束，使得黄河下游形成

了新河 道。１８５５年 之 后，清 廷 内 部 就 是 否 将 黄

河徙归故道的问题进行了长达３０年的争论，河

臣和疆臣藉其间几次决口的契机拨款治河筑堤。

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年）黄 河 下 游 新 道 两 岸 河 堤 告

成，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年）清 廷 完 成 了 对 黄 河 新

道两岸民埝的连接和加固，从而宣告了黄河新河

道的正式形成。

黄河大改 道 格 局 的 形 成 有 着 深 刻 的 社 会 背

景。从当时国内外整体局势来看，咸丰、同治年

间，清廷的施政重点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缓解

恶性通货膨胀所引发的严重经济政治危机，维护

政权的 统 一 与 稳 定。黄 河 改 道 为 患 不 是 心 腹 之

患，在危难关头，在国力逐步衰弱难以兼顾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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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页；贾国 静： 《黄 河 铜 瓦 厢 决 口 后 清 廷 的 应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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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面前，清廷基于当时的政局、国家财力和

治黄形势而做出 “暂行缓堵”的决策。由于清廷

履行政府社会经济职责能力的下降，导致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的黄河治理主要依靠各地地方官员

或者 乡 绅 出 资 捐 建、百 姓 独 立 修 建 的 “民 埝”。

以乡绅势力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悄无声息地充当了

治河的主体，事实上部分地取代了中央政府在这

方面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中央控制力的

下降和 地 方 势 力 的 兴 起，特 别 是 基 层 绅 权 的

崛起。

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也改变了清代河政管

理制度及 其 运 作 方 式。咸 丰 十 一 年 （１８６１年）

六月，清政府以江南已无河务而裁撤江南河道总

督及其所属淮扬、淮海、丰北、萧南、宿南、宿

北、桃南、桃北等河道、河厅，改置淮扬徐海兵

备道，兼辖河务，终结了江南黄河 （简称南河）、

河南山东黄 河 （简 称 东 河）两 大 河 督 并 立 的 局

面。同 治 二 年 （１８６３年），又 裁 撤 了 河 南、山

东、江苏交界处的兰仪、仪睢、睢宁、商虞、曹

考等五个河厅衙署官员。与此同时，由于地方督

抚权力的上升，河南、山东巡抚参与辖区内河务

管理的 力 度 明 显 加 大，河 道 总 督 的 权 力 相 对 下

降；另一方面，随着清廷洋务运动的推行，近代

船舰技术渐次引进，海运地位逐渐上升，而原为

国之命脉的漕运在清代国家政治关怀中的地位相

对下降，与漕政密切相关的河政地位也随之相对

下降。加之此时的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河政与

河务在国家政治关怀中的重要性也相对下降，并

逐渐边缘化。清朝末年，随着中央权力的削弱与

地方督抚权力的上升，以河督为核心的专职河臣

体系遭到裁撤，河工和河务均由地方督抚兼理，

最终结束 了 由 河 臣 和 疆 臣 双 头 共 管 沿 黄 州 县 的

“沿黄体制”。

总之，咸丰五年的黄河的铜瓦厢决口和大改

道是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它既

是清朝国力国运的一个转折点，也是黄淮海平原

地貌环境、经济社会秩序和政局的一个重要转捩

点，更是清代河政管理体制变革的催化剂。

二　黄河改道穿运图与黄运交汇图

咸丰五年的黄河大改道导致了黄河河患中心

的转移，进而引发了河政管理制度的变革，而这

两种因素都引发了咸丰朝之后的黄河图绘制重点

和河渠水利舆图类型的转变。咸丰五年以后，河

臣绘制了一批反映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和在张秋镇

穿运情形的黄河改道穿运图。与此同时，黄河夺

大清河河道入海，一些描绘大清河的舆图也屡有

出现。就现存舆图情形来看，北京中国国家图书

馆、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收藏机构中都收藏

有反映 黄 河 穿 运 或 黄 运 交 汇 的 舆 图，其 来 龙 去

脉、渊源关系有待于通过舆图相互比堪和文献梳

理来进行深入考证。

咸丰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咸丰帝发上谕指派

三省督抚负责勘灾、赈灾，还任命李钧接替蒋启

扬 （或作敭）担任河东河道总督，并将因黄河决

口、堵塞不力而革职的原任河督蒋启扬和山东巡

抚张 亮 基 “发 往 东 河，交 河 道 总 督 李 钧 差 委”，

命两人重点负责勘察新河流向，制定有效的治河

方案，以赎前愆。对此情形， 《清文宗实录》卷

１７０ “咸丰五年六月丙辰”条载：
（咸丰帝）又谕：昨因兰阳汛三堡漫溢，

谕令李钧等赶紧堵合，设法协济，并谕令桂
良、英桂、崇恩查明被水灾黎，妥为抚恤。

因思河工漫口，向来暂开捐例，以济要工。

现在军务未竣，部库支绌，无从筹拨。……

著李钧与英桂、崇恩悉心妥议，于河南、山
东两省，设立捐局。……该河督等接奉此旨
后，即将现在如何筹办情形，迅速覆奏，以
慰廑念。并着蒋启扬将兰阳汛三堡漫溢处
所，绘图贴说奏闻。①

据此可知，在咸丰五年六月 黄 河 大 决 口 后，

咸丰帝谕令河臣李钧筹划堵口，河南、山东巡抚

勘灾。因清廷忙于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国库空

虚，无力拨付赈灾和河工款项，所以令河督李钧

与河南巡抚英桂、山东巡抚崇恩开局纳捐，筹措

河工经费和物料，并让绅商捐粮救灾，令民间捐

铜铸钱，支 付 工 费。他 还 命 前 河 督 蒋 启 扬 绘 制

“兰阳汛三堡决口形势图”，贴说奏上。河督李钧

接旨后，派人查明黄流去路，上折奏明。 《清文

宗实录》卷１７３ “咸丰五年七月丙戌”条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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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０页。



又谕：李钧奏 “查明漫水经由处所一

折”，据称黄流先向西北斜注，淹及封邱、

祥符二县村庄，复折转东北，漫注兰仪、考

城，及直隶长垣等县村落，复分三股：一股

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迤南下注；两股由

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

县，至张秋镇汇流穿运，总归大清河入海等

语。黄流泛溢，经行三省地方，小民荡析离

居，朕心实深轸念。惟历届大工堵合，必需

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

继，一时断难兴筑。若能因势利导，设法疏

消，使横流有所归宿，通畅入海，不至旁趋

无定，则附近民田庐舍，尚可保卫。所有兰

阳漫口，即可暂行缓堵。著李钧即派张亮

基，带同熟悉河工形势之员，周历查勘，绘

图贴说，详细具奏。至被灾之直隶、河南、

山东各省，并著桂良、英桂、崇恩各派干

员，会同查勘，统俟奏到时，候朕酌核

办理。①

在咸丰五年七月丙戌的上谕中，咸丰帝在知

悉黄流形势后，已经意识到堵口挽河复道在当时

的局势和情形下极其困难，因此他认为唯有因势

利导，让 黄 河 形 成 新 的 入 海 河 道，不 至 四 处 漫

漶，兰阳铜瓦厢的决口就可以暂缓堵 塞。为 此，

他命河督李钧派熟悉河务的张亮基②带员遍勘黄

河现在情形，并令直隶、河南、山东三省督抚派

员同往勘河，一并绘图贴说呈览。咸丰五年十二

月，李钧 上 折，汇 报 张 亮 基 奉 命 勘 河 绘 图 的 情

形，《清文宗实录》卷１８７ “咸 丰 五 年 十 二 月 甲

寅”条载：

叠经谕令桂良、英桂、崇恩，各派干员

查勘，并令李钧派张亮基前往周历，绘图贴

说，奏明办理。昨据李钧奏，经张亮基查

明，东省被水州县及黄流穿运入海情形，请

饬地方官劝民筑堰切滩、堵截支河……此时

惟有遇湾切滩，使河势刷宽取直，并顺河筑

堰，堵截支河，为暂救目前之计。③

根据李钧奏折和咸丰上谕所载，张亮基奉命

勘河，绘制有 “东省被水州县及黄流穿运入海情

形图”。张 亮 基 还 提 出 让 地 方 官 劝 民 筑 堰 切 滩、

堵截支河，使河势刷宽取直，并劝导民众顺河筑

堰，避免漫流，这一主张得到了咸丰帝 的 认 同。

咸丰谕令直隶、河南、山东督抚一面督促沿河居

民筑堰，一 面 开 捐 筹 措 经 费。又 令 河 督 筹 划 堵

口，并在张秋迤北运河东西两岸缺口及西民堰等

处做裹头护埽，在黄流倒漾处筑坝收束，避免黄

河倒灌干扰运河。咸丰帝还命直隶、山东官吏协

同勘 河，堵 塞 定 陶 县 黄 河 支 流，加 筑 曹 州 护

城堤。

张亮基奉命勘河后绘制的 “东省被水州县及

黄流穿运入海情形图”，应该正是反映咸丰五年

间 “黄河改道穿运入海的情形图”。此后几年间，

专职河臣 和 地 方 疆 臣 另 绘 呈 过 一 系 列 表 现 山 东

黄、运河势的舆图。如咸丰六年八月丙午河东河

道总督李钧和山东巡抚崇恩绘奏的 “微山湖形势

图”④，咸丰 八 年 六 月 乙 巳 河 督 李 钧 和 山 东 巡 抚

崇恩绘奏的 “山东运河形势图”⑤ 等，这些舆图

都反映了黄河改道之后黄运两河的新形势。

在此背景下，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

一批描绘黄河改道和穿运情形及入海新河道的河

渠水利图，并有不少流传至今。其中的较有代表

性的黄运交汇图是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 《黄
水穿运及大清河一带现在情形图说》。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舆图组藏有 《黄水穿

运及 大 清 河 一 带 现 在 情 形 图 说》一 幅，未 注 撰

者、绘 制 年 代 和 比 例，纸 本 彩 绘，图 幅 纵 横

４８．５×７２．５厘 米。该 图 上 南 下 北、左 东 右 西，

以形象画法详绘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东北

流经张秋镇穿运河后，自兰仪县龙门镇至东阿县

夺大清河入海的情形，黄河决口处、穿运处是图

上表现 的 重 点。图 中 以 方 形 符 号 表 示 省 城 和 府

城，菱形表示州城，椭圆表示县城，以土黄色双

曲线绘出黄河河道，草绿色线条绘出大清河、运

河、卫河 河 道，并 帖 黄 签 注 明 黄 河 及 大 清 河 宽

·５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清文宗 实 录》卷１７３ “咸 丰 五 年 七 月 丙 戌”条，
《清实录》第４２册，第９２７－９２８页。

按，张亮基 （１８０７—１８７１），江 苏 铜 山 （今 徐 州）

人，因其曾于道光年间协助 时 任 河 东 河 道 总 督 林 则 徐 治

河，熟悉河南黄河情势，故咸丰帝命其协助李钧勘河。
《清 文 宗 实 录》卷１８７ “咸 丰 五 年 十 二 月 乙 卯”

条，《清实录》第４２册，第１０９６页。
《清文宗 实 录》卷２０６ “咸 丰 六 年 八 月 丙 午”条，

《清实录》第４３册，第２４７页。
《清文宗 实 录》卷２５６ “咸 丰 八 年 六 月 乙 巳”条，

《清实录》第４３册，第９６４页。



窄、涨伏、水深、河槽状况，是否能够行船等水

文信息，两岸堤埽的位置、长度等水利工程情形

的描绘尤为详尽。

关于此图的绘制年代和绘制者，图中有一帖

签注 有 “前 兰 阳 漫 溢，彼 时 大 清 河 窄 浅 不 足 容

纳，以至漫衍。今勘得已刷成深槽，被淹各州县

民田涸复，得种菽麦，秋后倍收，皆成美壤。惟

间有大清河盛涨时，将山水归河去路擎托，少淹

民田耳。”据理推断，黄河夺大清河后刷深河槽、

受淹州县洪水退却、民田复种的时间距离铜瓦厢

决口北 流，淹 没 山 东 州 县 的 时 间 不 会 太 长。因

此，此图的 绘 制 时 间 当 在 咸 丰 五 年 （１８５５年）

六月以后，应该是河臣奉命勘验黄河决口北流后

的黄河水势情形图。另外，图中所绘的京杭运河

的张秋镇段运河河道虽然被多条黄河决流切穿，

但是尚未淤塞，陶城埠新运河尚未开凿。据此可

知，此图绘制时 间 在 光 绪 七 年 （１８８１年）十 月

之前。从图上描绘内容和贴签注记来看，此图很

有可能就是咸丰五年七月至十二月间张亮基奉命

勘河后，于咸丰五年 （１８５５）年十二月绘制呈送

的描绘 “东省被水州县及黄流穿运入海情形”的

河图。

美国国会 图 书 馆 藏 有 一 幅 不 具 图 题 的 黄 河

图，李孝聪先生将其定名为 “铜瓦厢以下黄河穿

运堤工图贴说”，并对图上内容和绘制年代进行

了详细考证，兹扼要誊录于下：

（清） 曾 国 荃 编 制， 清 光 绪 初 年
（１８７５—１８７６年）纸本彩绘，未注比例，５６

×７１厘米。该图用黄缎面封，墨书 “臣曾

国荃恭呈御览”，系曾国荃提交皇廷的呈折。

该图以上为南方，描绘咸丰五年 （１８５５年）

黄河在铜瓦厢决口，东北流穿运河以后，自

兰仪县溃口龙门至东阿县大清河交汇处的黄

河泛道，及其两岸的堤埽形势。贴黄墨书注

记修筑堤堰埽坝的位置、长度等工程状况。

图内京杭运河张秋镇运河河道虽然被多条黄

河决流切穿，但是尚未淤塞，陶城埠还未开

凿新运河。曾国荃于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年）

被任命为河道总督，主持黄河堤防的维护抢

修；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年）转任山西巡抚。

所以，这幅由曾国荃签署呈送的黄河堤坝修

筑工程图贴说应绘制于曾氏在河督任上，即

１８７５至１８７６年间。①

曾国 荃 （１８２４－１８９０），字 沅 甫，号 叔 纯，

湖南湘 乡 人，曾 国 藩 的 九 弟，湘 军 主 要 将 领 之

一，因率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而著称于世。光

绪二年，时任河东河道总督曾国荃上奏 “查勘应

修黄河南岸长堤及设官修守疏”，详细记述他在

光绪二年担任河东河道总督时，奉光绪上谕和工

部咨文，委员勘测 “自兰阳汛十堡起，至运口十

里堡止”，长三百里的黄河河道，将此段堤防应

行修补之处和设立厅汛吏员的情形逐一说明，并

将相关情形缮写清单、绘图呈览，其疏文略云：

窃臣前准部咨，钦奉上谕：丁宝桢奏
“现办堤坝两工情形请设立厅汛一折”，该部

会同河东河道总督，妥议具奏，钦此。部臣

以黄河水势何处险要，厅汛应设何处，未便

悬拟。令臣详细履勘，体察情形，专折覆

奏，再行核办。奉文之际，时值大汛，臣正

在黄河上游，督饬修防，奏明暂缓赴东。嗣

于霜清后，赴济宁阅伍查勘运道，即亲履堤

工，委员逐段丈量。自兰阳汛十堡起，至运

口十里堡止，计程三百余里。内惟菏泽县新

工下首堤工，共一百九十余里，顶宽三丈，

底宽十丈，高一丈四尺。系贾工合龙后，丁

宝桢督率办成者，屹峙整齐，堪资防守。惟

切近大河迎溜坐湾之处，尚宜酌量帮宽。其

余民埝，或高宽数尺至丈余不等。且土性沙

松，已难拦御汛水。而兰阳口门以下，至长

垣县境七十里，则尚无堤岸。如设官防守，

须先将该处兴筑堤工，并将民埝卑窄段落，

一律帮培高厚，再行设官，方免下防上溢之

虞。……河南兰仪境内应筑堤二十里，直隶

长垣境内应筑堤五十里，及该上下首并东明

境内卑窄堤工应行帮培者，亦复不少。……

至于北岸，地势本高，且有旧日金堤屹峙于

二十里之后，实足借资卫护北岸土地人民。

日下先其所急，理宜防守南堤，为保全山东

运道及江北财富之区。一俟各工办理完竣，

便可设官照旧修守。惟念国家制用有常，设

官则经费难筹。如将从前裁撤干河厅员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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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孝聪： 《美 国 国 会 图 书 馆 藏 中 文 古 地 图 叙 录》，
（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０页。



及已裁卡夫，酌量移复，以免另行添设，为

力较易，而为费亦较省。……所有遵议补堤

设官缘由，理合逐条陈明，并缮清单，绘图

贴说，恭呈御览。①

在其奏疏之中，曾国荃先叙述了其勘河的缘

起，后陈奏 兰 阳 铜 瓦 厢 以 下 新 河 道 两 岸 堤 防 情

形，提出了先修缮堤防、再设官防守的主张；并

建议先防守黄河南岸，保全山东运道与江苏北部

财富之区；最后他提出将因黄河改道北流而裁撤

的江南黄河干河厅员和卡夫，酌情移至河南山东

新河道复设。从曾国荃奏疏内容和美国国会图书

馆藏 “铜瓦厢以下黄河穿运堤工图贴说”的内容

来看，两者所叙述和描述的范围完全一致，表现

的重点也正相符合。因此，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

之图应该就是曾国荃于光绪二年绘制随其 “查勘

应 修 黄 河 南 岸 长 堤 及 设 官 修 守 疏”一 并 上 奏

之图。

该图与上述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咸丰年间

《黄水穿运及大清河一带现在情形图说》在基本

内容与绘法诸多类似之处。两者的主要不同之处

是，该图较国图藏图的绘制更为精细。两图的注

记内容和帖签内容也有所不同，如国图藏图中的

河南、山东省城仅分别标注 “河南省城”和 “山

东省城”，而国会图书馆所藏曾国荃呈绘之图中

则分别标注为 “开封府、祥符县”和 “济南府、

历城县”。另外，两图中黄河在利津县牡蛎海口

入海口的位置也有差异。

总体来看，曾国荃河图反映了光绪二年前后

的河道情势和工程情形，图上内容晚于国图所藏

咸丰五年左右绘制之图，在内容上两图应属同一

主题和性质的河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很有可

能参照过国图藏图，或在其基础上绘制而成。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另藏有一幅不具图题的河

图，李孝聪将其定名为 “铜瓦厢至海口新黄河河

道堤工形势图”，并对图上内容和绘制年代进行

了详细考证，兹誊录如下：

清后期 （１８８１—１８９９），纸本彩绘，２
幅，无图题，不注比例；红锦缎拓裱，折叠

为呈送折状，一幅５３×５３厘米，另一幅５４

×５２厘米。该图以上为南方，描绘咸丰五

年 （１８５５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穿行运

河，东北流经山东省入海的情况。覆盖范

围：右起河南省兰仪县铜瓦厢，左止于黄河

入海口。以齐河县上、下河道分幅，但是这

两幅图并不能完全拼接。着重描绘黄河新河

道的干流、汊流和泛道，黄河穿过运河处的

新、旧运河的形势，山东省新黄河河道的

堤、埝工程情况，标志出沿河府、州、县城

的位置。双线黄色表示黄河，浅棕色点状条

纹表示黄河泛流，蓝色表示运河与其它河

流，深棕色线条代表堤埝，用不同符号区别

各级城市。贴红签墨书注记修筑堤、埝的位

置，河道的淤塞状况。……显然该图是报送

上级主管衙署的治河工程图。图内京杭运河

张秋镇旧运口已淤，陶城埠新运河口已行

水，据此推断该图应绘制于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
年）改新运口工程之后。②

今检清代档案和清实录，此图贴签中所述的

齐东县何王庄民埝决口发生在光绪十一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此后光绪帝曾下令因此而截留山东漕

粮赈灾。据此可知，此图的绘制年代应该在何王

庄民埝决口后的第二年，也即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
年）。光绪十二年三、四月间，有人因此 两 次 奏

劾负责山东河员，光绪帝命山东巡抚张曜核查。

张曜回奏何王庄决口并非河员之过③，但上奏之

人仍不甘心，再度点名奏劾，明确指责山东河员

潘骏 文、豫 山 等 人 主 要 负 责 山 东 黄 运 河 治 理，

“在工甚久”，对于山东溞沟、何王庄民埝、霍家

庄官堤的接连决口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山东巡抚

张曜经过调查，仍然坚持认为潘骏文、豫山两人

“总办全河工程”、“总司局务”、“实心实力”，堪

称有功，清廷因此并未采纳对二人的弹劾④。

潘骏 文 （１８２３—１８９３），安 徽 泾 县 茂 林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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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清］曾国荃：《查 勘 应 修 黄 河 南 岸 长 堤 及 设 官 修

守疏》，载清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２２下 《地舆

部七·河 工》， （上 海）宝 善 斋 清 光 绪 二 十 七 年 （１９０１
年）石印本。

李孝聪： 《美 国 国 会 图 书 馆 藏 中 文 古 地 图 叙 录》，

第１５１页。
《清 德 宗 实 录》卷２２５ “光 绪 十 二 年 三 月 壬 寅”

条， 《清 实 录》第５５册，第３７页； 《清 德 宗 实 录》卷

２２５ “光绪十二年三月甲辰”条，《清实录》第５５册，第

３８－３９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
《清 德 宗 实 录》卷２２７ “光 绪 十 二 年 四 月 辛 巳”

条，《清实录》第５５册，第５９页。



是曾任 江 南 河 道 总 督 潘 锡 恩 之 子，纳 输 捐 官 入

仕，先后任刑部郎中、山东青州知府，受到时任

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倚重，让他随同 “剿捻”。后

因潘骏文谙熟河工，改授兖沂曹济道，主管河道

事务。至光绪朝又升为山东按察使，因为处事失

误被免职。光绪八、九年间，黄 河 在 山 东 决 口，

游百川奉命勘河，奏请开通马颊、徒骇两河，分

泄黄河水势，并绘图呈览①。时任内阁学士兼礼

部侍郎洪钧力言不可，说马颊、徒骇两河泥沙杂

糅，引入黄河水有溃堤之忧，认为黄河宜合不宜

分，可再筑一道黄河大堤以收束黄河，并力荐谙

习河务的潘骏文治河。潘骏文再度被起用，担任

兖沂曹济道道员。他复任后倾心治河，堵住了黄

河决口。豫山曾于同治光绪年代先后担任登州知

府、山东按察使、山西巡抚等职务，于光绪十一

年前后和潘骏文一起负责山东黄运河的治理。因

潘骏文、豫山两人任河工局司道大员，所以才屡

被弹劾。但事实上，晚清山东黄、运河水患的主

要原因是黄河改道后，清廷无力修筑两岸大堤，

山东黄河大堤甫建，堤防并不完善所致，不能一

味归咎于河臣治河无能。因此，陈士杰和张曜前

后两任山东巡抚都支持了潘骏文和豫山，使其免

遭弹劾处罚。在陈士杰与张曜的奏疏中，都记载

了潘骏文于光绪十年至十二年间勘河、治河和绘

呈河图的情形。

光绪十 年 （１８８４年）九 月 三 十 日，光 绪 帝

命军机大臣将吴元炳上奏的 “查勘山东河工详陈

利病及小 清 河 淤 垫 请 饬 筹 办”各 折 片 寄 给 陈 士

杰，责令其委员勘验办理。陈士杰在收到军机大

臣寄发 的 光 绪 上 谕 后，即 行 抄 发 给 潘 骏 文、张

桐、陈锦等人遵旨勘察办理。时任臬司也即山东

提刑按察使司的潘骏文行文回禀山东黄河河患的

根源及 其 治 理 之 策，他 指 出 山 东 上 下 游 河 患 不

同，应分别采用展宽堤防和收束河道两种不同的

策略来治理。之后，潘骏文陈述了山东黄河几处

决口的堵复现状，提出了通审全局和提前预防的

治理方略，并提出了增培大堤、改筑民埝、修护

桩埽、添筑格堤、增筑利津南岸大堤、筑海口两

岸长堤、禁盗决大堤、勿轻议改移海口等七条具

体的治河措施。陈士杰于光绪十一年上奏 “遵旨

筹办河防据实直陈疏”，详细汇报遵照办理的情

形，突出阐述了潘骏文的治河主张。就此奏疏中

所述内容来看，潘骏文对山东黄河的治理方略和

具体措施都极为切中肯綮，无怪乎陈士杰如此倚

重潘骏文并尽力奏保他。

从陈士杰的奏文中可以看出，光绪年间山东

的黄河治理已经主要由山东巡抚、山东按察使等

人负责，而不再主要由河道总督负责。陈士杰的

继任者山东巡抚张曜在光绪十二年所上的 “查勘

山东黄河情形并酌拟办法疏”更进一步证实了这

一点：

东省工程，向有定章，所需经费，应由

抚臣核计。从来治河，原无上策。臣智识疏

庸，惟有博访周谘，参以成法，就人力所能

行，勉为筹计，是否有当，理合绘图贴说，

恭折具陈。②

张曜在 其 “查 勘 山 东 黄 河 情 形 并 酌 拟 办 法

疏”中，详细说明了他勘河的行程路线和所见所

闻。他于光 绪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抵 达 武 定

府，沿徒骇河北岸东行至沾化县流钟镇，再至陈

家庙，查看徒骇河河口。之后，他从陈家庙到铁

门关，再到萧神庙、牡蛎嘴，查勘黄河河口，发

现牡蛎嘴处有铁板沙等漫滩，致使黄河尾闾泄水

不畅。接 着，他 沿 黄 河 北 岸 西 行，经 利 津、济

阳、齐河，查勘徒骇河中段情形，发现黄河北岸

决口冲灌徒骇河，附近村落的居民纷纷迁离。之

后，他再经沿齐河、长清、东阿北岸黄河，过张

秋镇，查勘寿张、范县、濮州和河南滑县的徒骇

河上游和金堤。之后，他又沿黄河南岸东行，发

现历城以至利津段黄河河面窄而河身高，南岸何

王庄至齐东、蒲台均有黄流，受灾严重。在此基

础上，他 提 出 了 黄 河 南 岸 守 遥 堤、北 岸 培 筑 民

埝、裁弯取直、萧神庙至牡蛎嘴挖川字河并加以

疏浚等治理措施。其后，他又说明了小清河的情

形，回顾了陈士杰、游百川等人的治河主张。在

奏文最后，他明确说明光绪年间的山东黄、运河

修筑经费都由山东巡抚核计，黄、运河的查勘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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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德宗 实 录》卷１６１ “光 绪 九 年 三 月 辛 丑”条，
《清实录》第５４册，第２６４页； 《清 德 宗 实 录》卷１６５
“光绪九年六月 丁 卯”条， 《清 实 录》第５４册，第３１５
页。

［清］陈 士 杰： 《查 勘 山 东 黄 河 情 形 并 酌 拟 办 法

疏》，载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卷２２下 《地舆部

七·河工》。



理也由巡抚 “博访周谘，参以成法”来进行。在

完成对山东黄河、徒骇河入海之路的查勘后，张

曜还负责了 “黄 河 徒 骇 河 入 海 图”的 绘 制 和 呈

奏。可以说，光绪年间的山东黄河治理大权已经

由河东河道总督转移到了地方督抚手中，这是清

晚期河政制度变迁的重要体现。张曜奏文中所述

的勘河范围和勘察重点，都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所

藏 “铜瓦厢至海口新黄河河道堤工形势图”相一

致，因此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很有可能就是张曜

奏折中所说的随折呈送的黄河图。

其后，张曜又奉命勘察了黄河故道，他指出

挽河回复南行故道和分黄流南北入海以减轻山东

水患的措施工程浩大、风险极高、难以实行。光

绪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光绪帝谕令张曜将其所奏

的 “遵查山东黄河情形绘图呈览”暨 “机器船只

做法量为变通”及 “查看黄河故道”等各折片中

的措施付诸实践。军机大臣将光绪帝所发上谕寄

发给张曜，张曜奉命实施，并将其查勘黄河故道

的情形，上折回奏，折文略云：

臣查明何王庄漫口情形，于二月二十五

日拜折后即行起程，循东、豫干河，至江苏

砀山、丰县，入南河地面。往来两岸，详细

履勘。……惟臣智识疏浅，思虑难周。是否

可行，谨绘图贴说，并缮工程清单，恭折

具奏。①

光绪帝上谕中所说的 “遵查山东黄河情形绘

图呈览”一折中所说之图，应该就是指上文所述

张曜进呈的 “山东黄 河 情 形 图”，而 张 曜 在 此 折

中所奏上的黄河图应该是描绘从河南、山东至江

苏段的 “黄河故道图”。张 曜 所 陈 奏 的 山 东 修 筑

工程预算得到清廷核准批复后，他委派 “司道大

员，画分 段 落，督 饬 营 县，妥 筹 办 理，以 专 责

成，而期核实”，命总办河防局头品顶 戴、前 按

察使潘骏文负责章丘至蒲台南岸大堤与北岸滨惠

民埝的修筑②。据此可知，光绪十二年时，潘骏

文已经由 山 东 按 察 使 而 改 任 总 办 河 防 局 头 品 顶

戴，专门负责山东河务，可见张曜非常倚重他的

治河才能。光绪十九年 （１８９３年），潘骏文客死

福建，山 东 士 民 以 其 治 河 有 功，请 建 专 祠 加 以

供奉。

除了上述三幅舆图外，属于这种类型的黄河

图还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舆图组所藏的 《黄

运交汇图》（１８７５年）、光绪 《黄运交汇图》、光

绪 《黄河穿运图》，光 绪 十 三 年 张 瀛 奎 的 《铜 瓦

厢金门以下黄 河 串 运 入 海 情 形 图》 （１８８７年）、

光绪 《山 东 黄 水 穿 运 并 节 次 堵 口 筑 堤 现 在 情 形

图》等。这些舆图都生动描绘了晚清黄河改道与

穿运的情形，表现了晚清的黄运河体系变迁与河

政体制变革。

三　黄河改道穿运图之意义与价值

咸丰年间张亮基绘呈的 《黄水穿运及大清河

一带现在情形图说》和曾国荃等绘呈的 《黄河穿

运堤工图说》以黄河改道穿运情形为描绘主题，

直观表现了咸丰五年以来黄河改道穿运形成的新

河道，是了解咸丰至光绪年间黄河、运河体系大

变迁及黄河河政变革的第一手史料。“黄河改道

穿运图”直观表现了李钧、张亮基、曾国荃等河

臣与山东巡抚崇恩、陈士杰、张曜等疆臣共同治

理山东黄、运河的历史，反映了咸丰到光绪年间

黄河河 政 管 理 制 度 的 变 迁，具 有 较 高 的 史 料

价值。

黄河改道穿运图确定了清代后期黄河图的绘

制范式，反映了咸丰、光绪朝的河政运作机制与

河图绘制运用机制，而 “黄河改道穿运图”在海

外的流传，则透视着黄河图等中国古地图的管理

收藏状况及中国文物在近代颠沛流离的沧桑。黄

河改道穿运图的表现范围、绘制技法都是清后期

黄河图的典型代表，在清代地图史和水利史上都

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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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张曜：《查勘黄河旧道谨拟酌办情形疏》，载

邵之棠编：《皇朝经 世 文 统 编》卷２２下 《地 舆 部 七·河

工》。
［清］张 曜： 《兴 办 河 工 委 派 司 道 将 弁 各 专 责 成

疏》，载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卷２２下 《地舆部

七·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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