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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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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何德章(1965-),男 , 四川南部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

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摘　要] 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政治军事原因促使南北水路交通不断拓展 ,从今

杭州通往今天津附近的水路交通隐隐形成 ,成为隋代大运河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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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后汉书》志 20”常山国·蒲吾”刘昭注引《古今注》 :“永平十年 , 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 , 通漕船也。”同书卷 16《邓禹传

子邓训附传》说:“永平中 , 理 沱 、石臼河 , 从都虑至羊肠仓 , 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 , 连年无成 , 转运所经三百八

十九隘 ,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建初三年 , 拜训谒者 , 使监领其事。训考量隐括 , 知大功难立 , 具以上言。肃宗从

之 ,遂罢其役 , 更用驴辇 ,岁省费亿万计 ,全活徒士数千人。”卷 3《章帝纪》:建初三年四月 , “罢常山呼沱河石臼河

漕。”石臼河正当蒲吾县境 ,则崔豹所谓蒲吾渠 , 并未通漕。

⑦　《三国志》卷 1《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九月 ,“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 。虽未称该渠为利漕渠 ,却表明该渠有引漳

水以济白沟的效用。

⑧　《太平寰宇记》引李公绪《赵记》 :白马渠 , 魏白马王(曹)彪所凿 ,俗谓黄河。又引《水经注》:“呼沱河又东自白马渠出 ,

即此入漳水之白马河也。今饶阳县南有古黄河 ,两岸有古堤 ,盖白马河故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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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ater Transport' s Expansion from South to North

During Wei-Jin &Northern-Souther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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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China' s history , Wei , Jin ,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s a time of turmoil and

disruption , in spi te of this , Water t ranspo rt f rom southern to northern China still develop slow ly because of

the need of political cont rol and military actions , which is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the Great Canal in Sui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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