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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明隆慶元年（1567），在治黃保漕方策的影響下，將黃河下游的全流水導向東行徐州城，循

泗河下游河道，於淮安府城會淮河，在安東縣雲梯關海口入海。從此黃河下流從多途分流轉為

單一合流的河道，此一流向維持至清咸豐五年（1855），共有 288 年；在黃河史上，此為重大的

水流及河道變遷。

黃河全流東行，開啟整治黃、漕二河的新里程，萬恭於隆慶六年（1572）出任總理河道都御

史，面對黃河所產生的新危害，首次提出全面性的改革方案：

在黃河全流東行對黃漕二河的衝擊上。為整治黃河，率先推動束水攻沙論，在徐州至宿遷

縣間構築雙重堤防。為治理漕河，以防範黃河水灌淤閘漕南端的茶城運口、湖漕北端的清江浦

運口，前者主要採行束水攻沙方策，在茶城一帶的運道兩岸建造束水堤防；後者則將運口轉移

至天妃口，並建置天妃閘。另因黃、淮二河水入灌高郵、寶應諸湖，湖水盈盛，為預防湖堤潰決，

在湖堤上建造 23 座減水堤閘。

在糧船西溯河漕免遭覆溺的危患上。為避免糧船北上遭逢黃河的伏、秋水汛（四月－九月），

重訂漕運行程，江南糧船須於前年冬季啟航，期於當年四月以前經渡河漕。但冬春季節，正值

長江潮水低落，而且濟注運道水量的沿岸河川也正逢枯水期；為使糧船在此時期能順利北上，

在浙漕北段運道，採行濬深運道，再引沿岸濟運諸河水北注，以期加深運河水；湖漕南端的瓜

洲河運口，則改建車船壩為船閘；在閘漕，為有效運用運河水，建造坎河口石灘，設置馬場諸

湖為水櫃，及有效操控船閘技術等。

萬恭的治河理念與作為，對往後黃、漕二河的整治產生深遠的影響；其所推動的水利工程

雖大多未能產生長效，但也奠下後繼者進一步改進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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