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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地方水利秩序的构建与传承
!

111以崇阳县白泉陂与乖崖祠为中心

陈
!

曦

摘
!

要!以张盳为代表的宋代崇阳县地方官员#通过修筑陂堰"订立陂约"制定用水制度

等水利活动#初步构建了以官方为主导的地方水利秩序$这些地方官员的水利惠政#在宋

代以后逐渐被挖掘"强调#宋人祠祀张盳的乖崖祠#亦被后人赋予水利秩序的权力象征意

义$因此#乖崖祠的多次重建吸引了官府与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又以官方起主要作用$

透过宋代地方官员因水利实践而被神化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象征意义在明中叶的退

去#可以窥见宋代以来的地方水利秩序在元明间的承续与变迁$

关键词!宋代%地方水利秩序%地方官员%被神化

宋代是南北各地的水利灌溉事业得到大发展的时期#朝廷与地方官员在实施水利工

程"订立规章"规范用水制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兴修水利作为地方事务的重要内

容之一#对地方社会影响甚大"

$地方官员积极参与水利事务#他们与民间诸方面如何互

动"对宋代地方水利秩序以至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起到何种作用. 这是本文重点考察的

内容之一$

宋代文献中留下了大量关于地方官员水利活动的记载#但有一部分地方官的水利惠

政在本朝常被忽略"甚至被忘却#到后世才逐渐被挖掘#直至将他们奉为一方神灵#再次

+参与,后世的水利事务$宋代荆湖北路崇阳县的几位知县就是这类官员#他们的水利实

践鲜被宋人记载#元明以后却逐渐被书写"放大和传承#对地方社会产生了长久影响#

$

本文拟从两宋崇阳县地方官的水利活动入手#对比宋元明文献中对相关事件书写的差异#

讨论这些官员在元明间被神化的过程#从中观察宋代崇阳县地方水利秩序的初步构建及

其在元明间的变化#为考察宋代地方秩序的建立提供一个视角$

一"白泉陂与崇阳县水利秩序的创建

崇阳县#位于今湖北省东南部#地处幕阜山北麓#系低山丘陵区$唐天宝二年&

.,-

(#

以蒲圻县梓洞中二千余户于该洞桃花溪口置唐年县#五代时吴改称崇阳县#南唐复改唐

!

"

#

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第二章)宋代水利事业的发展*#详述了两宋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华书局
!**#

年#第
.+

)

"*/

页$

高柯立!)宋代的地方官"士人和社会舆论111对苏州地方事务的考察*#对+地方事务,的概念和宋代官员在地

方事务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

卷#天津古籍出版社
!**#

年$笔者赞同高柯立的观

点#在观察宋代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时#应该重新审视地方官员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地方官府"地方官员与民户

之间的互动#从整体上理解宋代地方社会秩序的建立和运行$

杨国安!)塘堰与灌溉!明清时期鄂南乡村的水利组织与民间秩序*&以下简称)塘堰与灌溉*(以崇阳县的华陂堰

为中心#考察了明清时期在国家对地方水利事业控制弱化的前提下#鄂南民间力量在水利组织运行"协调用水

秩序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载)历史人类学学刊*第
0

卷#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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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宋再改崇阳!

$南唐时所迁县治为宋代以后所沿用"

$崇阳县水利资源丰富#水利建设以蓄水"灌

溉"防洪"发电骨干工程为主#同时大兴小型农田水利#

$本县以蓄水"灌溉为主要形式的农田水利工

程#或初见于五代后唐#发展于宋代#以知县张盳"王溉"陈仲微等人用力最多$

"@

张盳

张盳#号乖崖#谥忠定#太平兴国五年&

#/*

(知崇阳县$

$任上有+异政,#离任后#邑人在张盳所建的

美美亭上立生祠祀之#即忠定祠%

#又称乖崖祠$宋代文献中#张盳在崇阳的+异政,多指他在国家榷茶

之前令县民拔茶植桑#榷茶后#+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皆已成--其富至今$,

&但是#张盳门人李畋

记录了另一政绩!

昔忠定公坐北峰亭#视亭上&下(田畴膏腴而无水利#稍阙雨泽#禾多旱损$公相视山川原

隰高下#可决渠圳#通流灌溉#遂于白泉上源为陂#堰水入圳#溉田数百顷#后无复旱伤之忧$公

决遣多坐此亭#视百姓农作#劝勤责怠#故能地无遗利焉$,

'

关于张盳开白泉陂的资料很少#详细的记述恐止于此$

!@

王溉"陈仲微等

钱师仁"王溉"刘焕与陈仲微#分别于南宋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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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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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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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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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知崇阳县$

明人称生祠王溉因其+有惠政,

(

#宋代文献中未见该+惠政,为何#亦未留下钱师仁与陈仲微水利活

动的记载#但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以下简称)图经志书*(卷二引元人)白泉陂*提供了线索!

此陂太平兴国中知县乖?&崖(张公坐北峰亭#观亭下良畴弥望而茂*灌溉之利#稍缺雨

泽#禾多旱损$公乃即白泉上流偃大木为堰#障川而东之#凿山为渠#引所障水入圳#灌注近郭

田余十五里#以种计千余石#皆为沃壤$后人名所凿之山曰破冈山$建炎寇荡#陂废不治$绍

兴间#知县钱公师仁始鸠民修复之$淳熙初#知县王公溉条画规约#谓之+陂条,#俾相与遵守勿

渝$然陂创几三百年#防水者土木耳#冻霖一集#涨涛怒湍#莫成砥柱#辄复破坏#农用罢
&

$淳

中#知县陈公仲微!!盖图为千万世不拔计#乃尽彻故陂#易以坚石$石陂成#而又写水有

浍#随地立防$遏其支流者#谓之?#大?十三#小?六十有八#水枧三#田间遂道纤悉疏启#荷

钟决渠#咸有秩叙#揭以定规$主以逢掖#夫自乖?始之$三百年而后#陈公成之#亦存乎人

而已$

引文不仅补充了张盳置堰分水"凿渠引水灌田的情形#更重要的是#它提到了+陂条,与+定规,$虽

然文中未涉及+陂条,的内容#但+俾相与遵守勿渝,的告诫#隐含着自白泉陂修筑以来#当地似未订立过

用水制度#至南宋孝宗朝时#用水出现纠纷#因此通过+陂条,对灌区用水做出了规定$淳时陈仲微对

白泉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与修固#+陂条,随之重新修订$陈仲微不仅改以石筑陂#还疏浚了白泉陂各

分水支流#在支流增筑了
/*

余座大小?和
-

个水枧$如此数量的分水工程集中于灌区#势必会引起用

水纷争#为此陈仲微定下决渠分水的时间与+秩叙,$白泉陂从开凿到定下分水秩序#数位县令用力颇

多#故元人称+主以逢掖,#)图经志书*卷二亦称赞王溉+有惠政,"陈仲微+有政声,$但是#元人所谓+主

以逢掖#夫自乖?始之,恐有更深的含义#毕竟宋元两朝的+逢掖,在仕途和处境上有了很大区别$

陈仲微和刘焕还主持重修了县东的远陂和的石枧陂+,-

$)图经志书*卷二)石枧陂记*载#石枧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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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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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崇阳县志*卷二)建置志*#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同治五年活字本
!**"

年$

湖北省水利厅!)湖北省分县水利图册*+崇阳县,#中国地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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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二九三)张盳传*#中华书局
"#/0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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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地纪胜*卷六六)荆湖北路*+忠定祠,条#中华书局
"##!

年$

张
!

盳!)张乖崖集*附集卷五#中华书局
!***

年#第
!*/

页$

同上#第
!*#

页$按!+于白泉上源为陂--,一句#校点本原标点为+于白泉上源为陂堰#水入圳溉田数百顷,$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以下简称)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王知县生祠,条#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嘉靖元年

刻本
"##*

年$

+茂,或为+蔑,之误$

)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诗类*+远陂,#)武昌府*+石枧陂,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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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田千顷#其残碑云!+后唐长兴二年知县陈公修陂#以木为之#不逾数年#木朽陂坏--迨赵宋南渡后#

废甚#民大以为艰$宝庆二年#监鄂州盐税摄县事刘焕始命士人张孝林董其役#以石代木#然后坚完#陂

得不废$,同书同卷还称远陂可溉田千余顷#宝庆和淳时#刘焕和陈仲微分别重修#而且陈仲微+建堂数

楹#为陂长董役视功之地,$据此#远陂设有陂长负责兴修与管理事宜#官府为陂长专辟了管理场所#但

陂长的身分"选举方式与管理细则尚无法知晓!

%又据同治)崇阳县志*卷二)远陂碑记*#南宋宝元年

&

"!0-

(时曾为远陂勒碑#明代时可见残碑云!+条目节约#父老犹及见之,$至少在陈仲微任上#远陂是有

规约的$

由此#无论是陂?兴修#还是用水制度#皆由地方官员主导#当地士人+董其役,#陂长行+董役视功,

之职$宋代陂长的出现可使明代崇阳县的陂长制追溯至南宋"

$

张盳等人的水利活动#本朝文献或阙而不备#或语焉不详#后世多有补述细化#至明代中后期仍有添

加#如万历十一年&

"0/-

(的)重修华陂堰碑*#将张盳与陈仲微列入了华陂重修者之列#

$华陂#初见于

)图经志书*卷二#记之极略!+在县西南十五里#溉田甚博,#未明其修筑者$然而#同治)崇阳县志*卷二

述之颇详!+华陂上为史家
?

#下有护堰洲--溉田七千九百四十亩$唐县令温迁约#宋张盳"陈仲微#明

赵弼"李锐先后区划$,

经过长期的传承流转#崇阳县的陂堰工程不断与张盳等人有关#后人赋予了张盳"白泉陂"忠定祠"

北峰亭更多的意义#其间的过程耐人寻味$

二"乖崖祠与崇阳县水利秩序的传承

宋代崇阳知县因水利实践为后人称颂#其中#张盳和王溉受到祠祀与二人的开创之功有关$张盳修

白泉陂#开启了宋代崇阳县灌溉工程的发展#如明人所言!+白泉为先正张乖崖之所肇浚#其水利在崇#攸

系固重且大,

$

%王溉则初定+陂条,#开始了本县由地方官订立灌溉制度"主导用水的新秩序$两人中又

以对张盳的祠祀更受重视$

前引)舆地纪胜*卷六六称忠定祠+在崇阳县北北峰亭$初#张忠定公宰是邑#有异政#去而思之#即

公所建美美亭立生祠#春秋祭祠不绝$绍圣中移置净利&刹(院#绍兴中重建美美堂#绘公像焉$,

宋代#乖崖祠在美美亭"县学与北峰亭之间数度迁移#南宋项安世)崇阳县重建北峰亭记*云!

九河张公!!知鄂州崇阳县$见筈有负菜向村者#问而挞之#曰!+此惰农也$,土俗以艺茶

为生#令皆拔去植桑#曰!+人将榷汝$,此二事付之浅俗#必曰+行诡政#挞无辜民,何疑#而公安

为之#民安听之#教成俗迁#垂利百世!!

县之西曰美美亭#县之北曰北峰亭#皆公游赋之地$民旧以西亭祠公$隆兴二年#沼其前

以禼鱼鳖#移公置北亭上#亭久复废$庆元初#主簿王君田奉公像祠于学$六年#知县事任君希

夷谓#祠于学良是#然亭乃公笞惰氓处也#敬隆而迹泯#士事而民弗瞻#则公之意其存者有几.

乃复亭于此山上#摹公像龛之#使来告曰!+!!吾县在穷山中#户不能四千#而其民乃得亲受公

教令#今其在者皆云若昆#朝耕白泉之陂#莫祝龙岩之谷#遗迹隐然#与二亭而四#可不谓荣乎

!!,

%

引文所谓+公笞惰氓,#元丰三年&

"*/*

(权县事王?曾记载!+公一日坐北峰亭#乡民市菜而还者#公

召笞之#以其不能自莳而易于他人也$自此家植蔬果#俗习勤俭#利用厚生#民到于今受其赐$,

&项安世

复按云!+公复为荆湖转运使--计其条教在民#应不减治杭"蜀时$今陈师道"王得臣书中所记#皆止二

'

.*"

'

!

"

#

$

%

&

据前揭)宋代经济史*第二章)宋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宋代的公私陂塘#均设有陂头&或陂正(#须由上户承担#主要负责陂的经常

性修竣#第
"*,

页$

据前揭)塘堰与灌溉*#明万历以前#崇阳县华陂堰设有陂长制#陂长由公议推举#与陂甲负责陂堰的兴修与管理$

民国)崇阳县华陂堰簿*#崇阳县档案局藏$

同治)崇阳县志*卷二)建置志*+石枧陂记,$

)张乖崖集*附集卷三#第
"/0

页$按!该篇记文的写作时间为嘉定三年&

"!"*

(正月十九日#但)宋史*卷三九七)项安世传*记其卒

于嘉定元年&

"!*/

(#待考$

同治)崇阳县志*卷二)建置志*+乖崖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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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则知当时已相与怪此--又按陈氏书言#公问菜时#实坐城门下%王氏则云登喜丰亭见之#今亭名小

异而事与王合$以余观于张公#当依陈说为近#未知它人以为如何.,显然#项氏并不赞同任希夷所强调

的北峰亭即张盳+笞惰氓,之处#因为在北峰亭上#张盳看到的是亭下弥望的良田#+笞惰氓,之地在城门

下更为合理$如项氏所言#在宋人笔下#张盳在崇阳县的主要德政即拔茶植桑与挞笞惰农二事#邑人祠

祀张盳#亦不外乎此#时人并不以北峰亭为张盳改变崇阳风俗"以政教治县的象征地$然而#在乖崖祠的

选址问题上#任希夷坚持以北峰亭为是#将有灌溉之功的白泉陂与其相联系#使北峰亭有了新的意义#虽

然这一意义尚未超越世人熟知的二事$

元大德中#乖崖祠复迁美美亭!

乖崖张公有遗爱于崇阳#邑人祠之至今#呜呼#可感也已$按公之终更而去也#民思之#生

祠公于所建美美亭#春秋祭祀不绝$绍圣中#移置净刹院$绍兴复于美美$隆兴二年#邑令陶

?以北峰亭亦公遗迹#乃徙焉#而命梵安浮屠主祠事$)郡志*云尔$

今郡别驾白云翁介其父老言曰!+美美旧有公祠#前令新亭而祠废$大德庚子#邑长改建社

闦于亭前#因复立之#伐石勒辞焉$,夫一念之不忘#则穷天地亘万世而犹存$初不系辞之有无#

然居而惟恐其久#去而犹忌其复来#彼亦人也#何以视同虿尾焉. 有民社者可以鉴矣$仁人心

也#吾以此心#彼独无是心乎. 所谓一念之真也#有民社者又可以勉矣$此吾所以重有感于斯

也$因书以遗白云翁#使刻之$

!

作者程钜夫#大德四年&

"-**

(迁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

#乖崖祠的重建当在此期间$与项安世一

样#程钜夫也记载了南宋县令以北峰亭为乖崖祠址之事#不一样的是#元代地方官直接否定了前代的作

法#将乖崖祠回归美美亭$正是此篇)重建乖崖祠记*#被明人转抄时增加了下面内容#并将作者改为+察

罕申,!

祠之成也#邑长马合马捐俸以倡#山长徐逢午"吴楚贤"葛文蔚"徐潮运"应斗"龚德英"叶

桂"龙照之"耆老葛立之"刘时正董之$白云翁者#武昌路总管府治中察罕申也$大德七年#岁

在癸卯#冬十月望日记$

#

大德间诸位山长与耆老是否参加过乖崖祠的重建已不得而知%而冒用察罕申这位亲历者之名#显然

是为了强调其真实性$相同的文字又见于)图经志书*卷二程文海&即程钜夫()重修乖?&崖(祠记*#冒

以程氏述之#意在增强权威性$显然#通过+权威,与+真实,的叙述#山长与耆老们已经+获得,了与地方

官员共同处理地方事务的地位$

元代书院山长的任命途径较多#除正常的学官升迁外#还有荐举"创建书院"授下第举人等途径#他

们是地方政府的成员#职掌书院教学"管理书院的田产与钱谷"修建学舍"处理书院与上级官府的日常事

务$

$另一方面#山长中既有创建书院的殷实人家#也有不少一般儒士#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方

势力$一般儒士通过学官途径入仕#是希望融入地方政府$书院山长这种亦官亦私的身分#使他们活跃

于地方事务中#在地方秩序中的地位值得关注$

在上引)白泉陂*中#作者以为源于张盳"创于王溉的水利秩序应+主以逢掖,#其后#乖崖祠被共举为

传承这一秩序的载体$于是#与乖崖祠重建有关的祠址问题#与张盳有关的白泉陂"北峰亭等#都具有了

特殊意义#吸引了多方力量参与到乖崖祠的重建中$明人在)重建乖崖祠记*中藉元人之名#在否定宋代

知县选乖崖祠址于北峰亭的同时#试图突出诸位山长与耆老在重建中起到的显著作用#这是否意味着明

人亦认同元人主张的地方事务应+主以逢掖,的看法. 但在书写者笔下#+逢掖,这一群体换成了兼有官

方与地方双重身分的山长$同时#撰者让山长与耆老们在重要事务中集体出现#是否隐喻着明中叶民间

力量在地方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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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

曦!宋代地方水利秩序的构建与传承

至明中叶#乖崖祠至少两次重建于北峰亭#一次在洪武六年&

"-.-

(#另一次在成化间&

",+0

)

",/.

(#

均由时任知县亲行其事$洪武修祠后#达彦广在)跋乖崖祠堂记*中云!+拔茶栽桑#凿山灌田#乖崖治崇

阳之善政也#民到于今称之$,

!时人亦称!+凿山引水#拔茶栽桑$有丝在篚#有禾在仓$衣食丰足#民

赖以昌$惠及百世#报祀无央$兹建祠宇#北峰之冈$,

"凿山灌田与拔茶栽桑#二人道出了明人祠祀张

盳的两个并重的理由#修筑白泉陂的重要性被强调#这与宋元时有了很大的不同$

)图经志书*卷二记载了成化间武昌知府秦夔的)北峰亭记*#进一步深化了张盳开白泉陂的意义!

余少时尝读)宋名臣传*#至张盳宰崇阳劝民拔茶种桑事#叹曰!+先生之智乃能烛事#几未

著之先#而民卒蒙其利#惠莫大焉$,崇民当百世祀之可也#然卒未能考竟其事$成化癸巳#余适

承乏鄂郡#而崇为属邑#间因劝农至其地#慕先生之高风#将访先生之故祠而吊焉#询诸邑之耆

老#云!+邑之北高阜处#地名北峰#先生为令时尝登此#相地利引白泉之水#以灌民畴$先生去#

民思之#即其地建祠以祀先生$今废已久#岁时村民往往操豚蹄壶觞而野祭之$,因指示其处#

惟凉烟白草#樵夫牧叟踯躅其上!!未几#西蜀刘信以名进士来尹是邦#遂以其事付之#而信亦

有志于为政者#乃斫材于山#陶甓于野#寻故址建祠!!落成之日#民有歌于道者曰!+我有柔

桑#公实植之%我有良田#公实灌之%公祠之废#我心孔悲$今祠已获#实慰我思$,遂相率祭

祠下$

秦夔不仅接续了北宋李畋以北峰亭为张盳谋划开凿白泉陂之地的说法#还透露了当地耆老对北峰

亭的认识#即明中叶以前#北峰亭因白泉陂的水利之功承袭了乖崖祠的故祠#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经

耆老与地方官的协力#祠得重建#人人相贺$此时#美美亭已经让位于北峰亭$

嘉靖间&

"0!!

)

"0++

(#乖崖祠曾移至县东#后迁回北峰亭#+以陶?"任希夷"陈仲微皆尝祀公其上

也$,

#

宋明间#乖崖祠屡经迁移与重建#祠址则在美美亭与北峰亭之间数度转换#与此相关联#张盳于北峰

亭上运筹修陂一事也越来越被强调$与上引)祭乖崖文*一样#同治)崇阳县志*卷二+张盳,条亦将凿山

引水置于拔茶植桑"安民教化之前$这一变化的背后#是明朝人将张盳塑造成崇阳水利工程与用水制度

的开创者"将乖崖祠演化为维持水利秩序的权力象征的过程#这为处理元明以来愈来愈复杂的水利关系

提供了+传统秩序,$

乖崖祠的多次重修中#地方官员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民间则给予配合#但各时期参与各方的作用有

所不同$上文已见#北宋绍圣时忠定祠曾迁于净刹院%南宋隆兴初年县令陶?命僧人梵安主持祠事%寺

院"僧人服从于官府的安排$元大德间书院山长与耆老们积极参与重建#其实是与这一时期的水利秩序

遭到破坏有关#其时远陂被+里豪吴则正据而有之#陂无复于曩时矣,

$

#因此#需要重申原有秩序$作为

秩序之源的象征#乖崖祠的重修尤显必要#而山长以亦官亦民的身份#试图接续+主以逢掖,的传统$

三"宋代以降崇阳县水利秩序的变迁

数位宋代崇阳知县在兴修水利"制定用水秩序"协调利益"修建具有象征意义的祠庙等方面发挥了

主导作用$就现有资料来看#尚未能够发现直接反映当地民间水利规约的材料$王溉创立陂条"陈仲微

制定分水制度#背后或许隐藏着用水纠纷#但地方政府很好地掌控了水利秩序#+刘焕始命士人张孝林董

其役,"陶?+命梵安浮屠主祠事,#两个+命,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种控制力$

元代学院山长在地方事务中的活跃让地方士人有了伸展的空间$无论是创建书院的富裕人户#还

是在地方影响力有限的一般儒士#都希望仕进以融入地方官府#而且本身也是地方官府的一员$他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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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教学"祭祀"兴建等活动!影响了那些未入仕的地方士人#共同参与地方事务$大德时里豪侵占远

陂一事#文献未见进一步的记载#但+陂无复于曩时,的结果似乎说明这一侵水行为未被官府处理$山

长"耆老在邑长的倡导下共修乖崖祠#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可以形成对抗里豪的一股力量$

明代以后#由于白泉陂被豪右侵夺#石枧陂"远陂"华陂又因灌溉田亩远多于白泉陂而日渐成为崇阳

举足轻重的+三陂,

"

#始自宋代的水利传统逐渐受到挑战$据同治)崇阳县志*卷二#白泉陂+灌近郭田

十五里#共税二千七百余亩,%石枧陂+溉田一万一千余亩,%远陂+溉田四千三百余亩,%华陂+溉田七千九

百四十亩,$嘉靖时代署知县黄直在石枧陂重修后#对白泉陂曾经拥有的地位颇为不满!

余初未至崇时!!知白泉为先正张乖崖之所肇浚#其水利在崇#攸系固重且大也$既至

崇#适典史徐子球以石枧陂少坏#捐俸大作#请于余#于是余乃知崇之水利又在石枧#后人将不

复知有白泉者矣$岂曰!白泉之陂#乖崖修之既久#迄于后世#半没于豪右#古人不知其利之大

耶. 或者曰!白泉之陂#未必真有石枧之利之大#而其有闻于后者#特以乖崖修之之故耶. 抑石

枧之利#未必减于白泉#而后世不知之者#顾以乖崖未之修故耶!!先是修石枧者#有若陈公仲

微"有若刘公焕#唐宋之闻人也$然而石枧之闻于世不若白泉者#无亦陈"刘二公之贤#不若乖

?&崖(之烈者耶. 呜呼4 此亦二陂有幸与不幸之殊者也$虽然天下之数极则必变#石枧自是

将有闻矣#崇人慎毋徒羡乎白泉之托于乖崖也$

#

黄直的批评#不仅是对白泉陂被豪右所侵占"以及明代以来因县境内大批陂塘的兴修而导致白泉陂

丧失原有的地位与意义而言#而且更是针对明中叶以来崇阳地方豪横强占水利设施"破坏地方秩序的混

乱状况而发$崇阳县的这一变化#与同期其它地区相似#不仅陂长制变质#陂长由原来的+廉明通达"黾

勉从公,之人变为+嗜利之徒,#像华陂堰这样的大型设施亦被强占%虽然当地的民间力量较之元代已有

发展#民间水利组织初步发挥作用#但当水利纠纷出现时#民间组织往往又借助官府的力量以维护原有

的用水秩序$

$

同时#与其它陂堰相关的庙宇也在冲击着乖崖祠的地位$陈仲微修筑石枧陂时曾建龙泉院#以+镇

蛟鼍"杜侵占,#后人称之为+石枧寺,

%

$明代以后#崇阳多个陂堰灌区建有自己的庙宇#如远陂庵"华陂

庙等#寺庙既行看守"修理陂堰之职#又成为诸方力量交聚的公共空间%参与水利活动的民间力量会选择

寺庙以及祭祀活动作为与官府相通的场所#耆老们邀请地方官员参加祭祀活动#藉此确立官府在水利兴

建与管理中的权威地位&

$这似乎再现了宋代由官府主导水利秩序的传统#然而#由耆老邀请官员参

加#或已意味着+官,退+民,进$有的陂堰还创造一位先人#为其立庙#使其逐渐远离具有象征意义的乖

崖祠与白泉陂$比如晚出的华陂#在前引万历)重修华陂堰碑*中尚未提及华陂庙#同治时则云!+陂畔有

华公祠#相传其创始之人也$,

'民国)崇阳县华陂堰簿*的)华陂庙记*竟称!+华陂庙所以纪念创修华陂

堰之华公也$所谓华公者#究不知始自何时#亦不详其名字#大概五代时(陇亩间之急公好义"富有创作

能力者$,

或在明末清初#乖崖祠迁离了北峰亭#也不再与美美亭相附*

#而且+笞买菜人于此亭,的说法亦再

现清代方志+,-

#二者皆失去了附在其上的象征意义$取代北峰亭的#是南峰亭$南峰亭#)图经志书*卷

二仅记其在县治西的半山间#同治)崇阳县志*卷二却称它+规制如北峰#陈仲微建$,对比二志书#可以发

现后者增加了多处与陈仲微有关的南峰亭系列景观#或云亭台由陈氏所建#或称树木由陈氏所栽#如+宽

闲之野,"+处士家山,"+渔郎仙路,"+白云芳草"渊海亭故址,"+月地云阶,"+月明风露,等$上述景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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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崇阳县志*卷二)建置志*+石枧陂记,$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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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龙泉院,条#同治)崇阳县志*卷一二)杂纪*+石枧寺,条$

同
"

$

同治)崇阳县志*卷二)建置志*+华陂,条$

按!原文+五代,旁还手写上+初唐,二字#大概作者已不知该取初唐或五代#抑或五代的+后唐,"+南唐,了$

同治)崇阳县志*卷二)建置志*+乖崖祠,条$

同治)崇阳县志*卷二)建置志*+北峰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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曦!宋代地方水利秩序的构建与传承

嘉靖以后集体出现#皆附于陈氏名下#恰与明中叶以来白泉陂的衰落"传统水利秩序被破坏同时#或许反

映了当地士人的矛盾心态!既不能摆脱地方官的权威创造具有象征意义的景观#又希望在地方事务中发

挥更大的以至主导作用$

四"结
!

语

白泉陂和北峰亭#原本只是与张盳的知县经历有关#宋代并不为人所关注$张盳与宋代其它崇阳县

令的水利活动在元代逐渐被挖掘$元明两朝的文献中#他们不仅实施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水利工程#而

且创立了地方水利规约和用水秩序#白泉陂和北峰亭因此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受到+官方,与+民间,的共

同关注#而且意义不断被强调与提升$乖崖祠承载了这一演变#各方力量以多种形式汇聚到与祠庙相关

的地方事物中$随着宋明间的多次重建#乖崖祠也完成了从最初仅为表达邑人对张盳德政的怀念#到视

之为地方水利秩序权力象征的过程$

在崇阳水利秩序建立与维护的过程中#+主以逢掖,的内涵不断演变#由地方官员主导水利秩序的格

局亦逐渐发生变化$元明间#以书院山长"耆老为代表的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到地方事物中#并通过文本

来昭示他们的地位与作用$明中叶以后这种变化更为明显#地方士人在方志中创造了许多+宋代,景观#

试图取代原有的象征物#在地方秩序的运行中确立其重要地位$虽然明代崇阳县的民间水利组织有了

很大发展#但士人在创造景观与传说的同时#仍然要借助于地方官的权威#官府的作用依然重要#因此民

间力量会主动邀请地方官员参与水利事务#+官,与+民,在职能与秩序的维护方面形成复杂的多元互补

局面$

!

相比于宋代的两浙路"江南东西路"福建路等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包括崇阳县在内的荆湖北路的

水利灌溉事业较少受人关注#在有限的资料里#我们尝试讨论宋明间崇阳地方水利秩序的构建"传承与

变迁#考察其中由+官,到+民,多种力量的交融与碰撞#希望可以对理解宋代地方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有所

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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