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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青山水库”征文

他，1954年获湖北省水利一等功臣称号；
他，1978 年出席全国科学大会；他，1982 年出
席国际水电会议；他，1987年获湖北省劳动模
范、水利部科技先进工作者等称号。他叫陈炎
炉，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他为祖国的水利
建设事业所流的汗水，为修建崇阳县青山水库
和湖北省境内的大量水利工程，以及三峡大坝
等国家重点水利枢纽作出了突出贡献。1999
年7月，陈炎炉在武汉逝世，享年79岁，他用功
绩铸就的丰碑，将永远铭刻千秋，让后人景仰！

1920年9月14日，陈炎炉出生于崇阳县石
城镇肥田畈三门陈家。1941年高中毕业时参
加全省统考，他获全省第一名，国家教育部保
送他上西北工学院（即现在的西北大学）攻读
电机系。在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陈
炎炉在图书馆里看书，偶尔读到了老子的“上
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话，他震惊了，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利，了不起的境界。一瞬
间，陈炎炉只觉得“水利”这个词在他心里突然
凸显得那么耀眼，他立即向学院提出申请，从
当时最热门的电机系转到水利系。

西北工学院毕业后，他如愿以偿地跨入了

中国水利大军的行列。寒来暑往，一晃就是几
十年，他与水为伴，与水库、水闸、泵站、电站打
交道。他不知翻了多少山，过了多少河，但却
不知苦，不知累。

西北工学院毕业后，陈炎炉曾在国民政府
水利委员会和湖北省水利处供职，任实习员、
助理工程师、副工程师、工程师。

解放后，他当选过湖北省一至五届人大代
表、省五届人大常委，中国水利学会理事、省渔
业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武汉市自然辩证法学
会副会长和湖北省科学规划办顾问。

1954年全省遭受洪水灾害之后，崇阳县政
府从根治水灾出发，向地、省机关部门写了兴
修青山水库的报告，由于工程大，报告被搁
置。1967年夏天，崇阳再度遭受洪水袭击，县
政府重新派人到省水利厅要求批准青山水库
工程。当时正逢文化大革命，省直机关多半已
瘫痪，对于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有谁敢负责
批呢？水利厅决定派人与崇阳的代表一道上
京去找水利部。那么厅里又派谁去呢？经过
反复研究，决定派陈炎炉去。陈炎炉虽然还在

“反省”，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在受
批判，但他毕竟在大学是学水利的，工作以来，
又一直在一线干水利，是水利战线有口皆碑的
知名专家。

陈炎炉接到上京的通知后，激动得掉下泪
来，觉得这正是为祖国、为家乡作贡献的时
候。但是北京也象地方一样，水利部瘫痪了，
上京毫无结果。然而修青山水库是迫在眉睫
的事，上面不批，怎么办？县政府紧接着又派
干部赴省，再强烈要求批准青山水利工程。省
水利厅只好还是指定陈炎炉上京，并叮嘱他要
向水利部作详细汇报，有序地阐述修建青山水
库的迫切性、重要性与科学性，争取立即上
马。当时武汉发生了“7.20”武斗事件，社会相
当动荡，陈炎炉仍是受批斗的对象。接到任
务，他想，我还在挨批斗，然而组织上却是这样
地信任我，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忠实地去完成组
织上交给的任务呢？陈炎炉雷厉风行，从武汉
乘车到咸宁，特邀了咸宁地区水利局主任工程
师朱朝宗以灾区代表的身份与他一道上京。
陈炎炉知道，这是三番五次没有办成的事，这
次上京说不定又要碰壁，但他想，在人生的旅
途上，即使是遇到了大风大雨，又怎么能止步

不前呢？如果能与大风大雨搏斗，写下的将是
生命中永不褪色的诗篇。于是他与代表们立
即上车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陈炎炉将报告呈送水电部，就
和代表们在水电部招待所住下了。等了三、四
天，没有消息。虽然他们心里很急，仍只能坐
在招待所里苦等。真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已是到北京后的第五个夜晚了，陈炎炉
与朱朝宗站在招待所二楼窗前眺望北京城，外
面火树银花，灯火璀璨，然而他们的心情却不
轻松。朱朝宗对陈炎炉说：“看来困难重重！”
陈炎炉点点头。正当他们议论时，房门开了，
水电部规划局的总工程师程学敏进来了。程
学敏看见陈炎炉，脸上露出一丝微笑：“部里刚
刚军管，我看了你们的报告，觉得论证充分，你
们再等两天。”陈炎炉忐忑不安的心顿时轻松
了许多，但他们还是不放心，反复地对程总工
程师说：“青山水库一定要上马，请您在军代表
面前多多为我们说句话。”

一个星期后，军代表召见了陈炎炉一行，
批准青山水库上马。批准文号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67）水电军规字第 124
号关于批准崇阳青山水库设计书的通知”。陈
炎炉火速向湖北省水利厅发了加急电报。消
息传到崇阳，县水利局用红纸写出特大喜报，
向全县人民报喜，说青山水库终于可以上马
了，而且是毛主席派的军代表批准的。崇阳人
民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放鞭炮，热烈庆祝青山
水库工程被批准上马的这不寻常的日子。

很快，鄂城、蒲圻、通城、崇阳四县人民组
织了6万大军，修建青山水库的大战轰轰烈烈
地打响了。陈炎炉随省水利厅工程二团来到
了青山水库工地，和总指挥部的同志一起，对
工程技术、质量严格把关。他非常珍惜这次机
会，与工人一起，没日没夜地干着，工地上随处
可见他的身影。

青山水库于1967年秋天开工，在四个县的
人民并肩战斗下，经过6年的奋斗，于1974年夏

天全部竣工。水库可蓄水5亿立方米，保证了
东西干渠两边的10多万亩稻田自流灌溉。

陈炎炉不仅为修水库奔波，所作的贡献功
不可没，也为建青山水电站付出了努力。1967
年的冬天，陈炎炉带着他为青山一级电站设计
的图纸又一次来到了崇阳。这一次，他向崇阳
县政府提出了在水库下游建四个电站的构
想。这正是县委多次研究过和企盼的。县委
领导同意陈炎炉的设计方案。这年冬，一级电
站开工了，东西两个干渠也同时开工了。

一、二、三、四级电站于 1983年全部建成，
每年发电量高达 5000万度，几乎解决了全县
50万人民用电量的一半。青山水库集防洪、
灌溉、发电、养鱼于一体。

青山不老，碧水长流。斯人已逝，精神永
存。如今，青山水库已建成50年了，历经多次
洪水的冲击，依然坚如磐石，让人们对陈炎炉
及建设者肃然起敬。每一个崇阳人都应该感
谢他们，记住他们。

青山碧水起宏图
——水利专家陈炎炉的往事记忆

全媒体记者 沈二民

宋代崇阳知县多成名宦
○ 汪一平

笔者在阅读国史和地方志史时，发现从唐
朝至清朝封建朝代中，宋代的崇阳知县进士出
身者最多，政绩颇佳，影响不小。宋代崇阳先
后共有十九任知县。他们立身行道、忧国忧
民，任满离崇后多成名宦。其中最著名的有张
咏、崔遵度、欧阳晔、李涓、陈仲微、尹谷。张咏
（张乖崖）的生平事迹及成语“滴水穿石”的故
事在崇阳早已家喻户晓，这里不再赘述。

笔者今特介绍五位知县的生平事迹，恳请
斧正。他们能史册流芳，被人们记忆千年，其
原因之一是他们勤奋读书，才学渊博；二是他
们正直廉洁，勤政爱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三是他们高风亮节，在外敌面前保住了民族气
节。

崔遵度:
才学渊博官至侍郎

崔遵度是宋代崇阳第二任知县，字坚白，
后周显德元年（公元 954年）生，祖籍湖北江
陵，后迁徙山东淄川（今淄博），宋太平兴国八
年（公元983年）二十九岁考中进士，首授和州
主簿，后擢升四川忠州（今忠县）知州。其时四
川王小波与妻弟李顺率领农民起义反抗朝廷，
声势浩大。李顺部将张余率部袭占了忠州。
崔遵度因守城不力，被朝廷贬为湖北崇阳知
县。

崔遵度治崇期间，继续奉行前任张咏一些
治县作法，训民以义，抚良祛奸，兴修水利，凿
山通渠，劝民农耕，植桑养蚕，生产得到发展，
社会秩序井然。因治崇有功，咸平元年（公元
998年）朝廷给崔遵度恢复品衔，调离崇阳入
朝任太子中允。

宋真宗景德年间朝廷决定编修太祖、太宗
《两朝国史》，在全国官员中选拔能胜任此举之
人。崇政殿调阅了崔遵度所写的全部文章后，
选中他担当此任，将其召入舍人院，后授太常
丞，供职史舘任编修官。《两朝国史》修成后，他
被授予吏部员外郎，不久又升为礼部郎中。大
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又奉命编修当朝皇
帝宋真宗赵恒的《起居注》，进階博士，授予左
司谏。

大中祥符九年（公元 1015年）皇太子赵祯
（即历史故事《狸猫换太子》中的太子，后来的
宋仁宗）开府。朝廷大臣们一致推举崔遵度为
太子辅弼，于是他成了太子身边的近臣、“朋
友”。后来仁宗即位，将其升为工部侍郎。天

禧四年（公元 1020年）崔遵度病逝，享年六十
六岁。

崔遵度平日沉默少语，淡泊名利，与世无
争。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后才学渊博，精通音
律、乐器。一生著作甚丰，其中最著名的传世
著作为《琴笺》一书，书中明确提出了“清丽而
静，和润而远”的美学思想，对中华民族的音乐
和琴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欧阳晔:
为北宋培养出一位大文学家

欧阳晔是宋代崇阳第三任知县，字日华，
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欧阳偃的儿子。生于后
周显德五年（公元959年），卒于北宋景祐四年
（公元1037年），享年78岁。

欧阳晔有三兄弟，排行老三，宋真宗咸平
三年庚子与其兄欧阳观同登进士甲科。首授
兴国监税官，后迁崇阳知县。调离崇阳后，历
任鄂州（今武昌）推事、随州推事、朝廷太子中
允（太子的顾问）、都官员外郎、兵部郎中等官
职。欧阳晔为人廉洁自律，正直严明。自称布
衣，非义不受人遗，亲旧贵盛，终身不访其门。
莅官临事，长于决断。欧阳晔办案的故事，有
的甚至流传至今。

他任崇阳知县前，崇阳有不少积案久而未
决。县民王明与同母异父兄长李通，因财产纠
纷打了多年官司无结果，致使王明家贫至极，
只得靠替人家舂米出卖苦力过日子。欧阳晔
至崇，即依据双方申诉的理由及宋律条文，判
巨资一万元归王明。对判决李通无怨，兄弟和
好，多年的诉讼有了结果。

欧阳晔治鄂州时，百姓为争船舶而斗殴，
杀死了人却不知凶手是谁。案子拖了很久不
能判决。欧阳晔亲自下到监狱，把关在狱中的
嫌疑犯带到监外，让他们坐在庭院里，给他们
饭吃，饭后稍加休息再把他们送回监狱，独留
一人在庭院。这个人左顾右盼惶恐不安。欧
阳晔指着他说：“杀人者就是你！”这个人十分
惊讶却装佯，问为什么说他是凶手？欧阳晔回
答说：“我仔细观察了刚才饮食的人都是用右
手握筷，只有你是用左手，被杀的人伤在右肋，
凶手不是你会是谁？”这个人哑口无言，只好认
罪。

欧阳晔的另一项功绩，是他培养出北宋大
文学家欧阳修。欧阳修是欧阳晔的兄长欧阳
观的儿子，四岁丧父，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孤

儿寡母，生活极其艰难。这时欧阳晔在湖北随
州为官，便把小欧阳修接到身边抚养、读书。
欧阳修长大后成为北宋大文学家、帝师。他与
欧阳晔亲同父子，情深似海，对叔父养育之恩
刻骨铭心。他在《祭叔父文》中写道：“孩童孤
艰，哺养提挈，昊天之报，于义何阙？惟其报
者，庶几大节。”

李涓：
抗敌英雄战死沙场

李涓是宋代崇阳第六任知县，字浩然，江
西南丰人，祖籍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驸马
都尉李遵勖（宋太宗赵光义之女万寿公主的丈
夫）的曾孙。宋宣和年间在朝廷担任殿直、文
阶、通直郎等小官，后迁任崇阳知县。

靖康元年（公元 1126年）北方的金兵在完
颜宗翰和完颜宗望的率领下南侵，围攻北宋首
都开封。宋钦宗赵桓颁发檄文，号召全国各地
发兵勤王，解救京城之危。按照朝廷的旨意，
湖北七县应发兵三千。可是招募的人数远远
不够。李涓在崇阳独自募得兵丁六百人，寒冬
节季，锐然请行。这时有人劝他等他县的兵招
募足数了再开拔。李涓却斩钉截铁地说：”事
急矣，当持一信报天子，为东南倡义旗。”毅然
率崇阳兵独自北上抗金。他所招募的兵大多
数是小贩、农民等平民百姓，没有打过仗，也没
有经过训练，战斗力差。部队到达淮河边，李
涓把变卖家产的钱全部拿出，买了酒肉之类犒
劳兵士。他说：“吾自知不力敌，然世受国恩，
唯有死耳，失将者死，均之一死，死国留名，男
儿不朽事。”众人听了很受感动。当天李涓率
崇阳兵渡过淮河到达北岸。这时湖北蒲圻、嘉
鱼的兵也赶来了。三县兵士合而前行。第二
天他们到达一个名叫蔡的地方，寒冬腊月天下
起了大雪。突然当地的百姓一边奔跑，一边高
喊“敌兵来了！”于是宋军结阵以待。不一会敌
游骑果至。李涓跨上战马，手执大刀带领步卒
持盾挥刀，猛烈攻击敌骑，杀敌颇多。敌逃，李
涓又率领宋军北追敌人十余里。这时敌人的
大部队赶上来了，飞矢猥集。正在这紧急时
刻，他县的兵卒却仓惶撤走。李涓气愤高呼斥
责左右负己，仍率领崇阳兵独战来敌，血战到
底，几个回合厮杀，李涓身负重伤，战死沙场，
年五十三岁。崇籍兵士牺牲七成，流芳千古。

第二年春金兵退去，蔡人找到李涓的遗
体，厚葬。宋朝廷为褒奖其忠勇，追封李涓为

朝奉郎，给他的三个儿子封了官位。到了南宋
时，崇阳知县陈仲微在崇阳为李涓等崇阳抗金
牺牲的官兵立专祠祭祀，名忠显祠，赠匾额“忠
显”。

陈仲微：
南宋最后一位史部尚书

陈仲微是宋朝崇阳第十四任知县，字至
广，号逐初，公元 1212年生于瑞州高安（今江
西高安）。南宋嘉熙（公元 1238年）二年考中
进士后，担任过田尉、通判、盐丞等官职。陈仲
微天资笃实，博学多才，禀性淳厚，勤政俭朴。
淳祐年间派任崇阳知县。他寝食公署旁，平易
近人，了解民情，关注民生。率众修石枧陂，远
陂。开始以树木堵水为陂，后废木易石。撤白
泉故陂，易以坚石修陂。田畈上开水沟，以利
田水流畅。办书院、兴教育，为民众谋远久利
益。余闲时请工匠维修邑内楼台亭阁诸胜景，
为崇阳地方做了一些实事好事，因此百姓中口
碑甚好。

陈仲微调离崇阳后，累官黄州通判、赣州
知州、惠州知州等官职。德祐元年（公元 1275
年）迁临安（今杭州）任朝廷秘书监、殿中侍御、
给事中等职。

公元 1276年蒙古铁骑南侵，出现在三月
莺飞草长的江南攻城掠地。两年前南宋皇帝
度宗驾崩，四岁的皇子赵显登基称恭帝。鲁港
一战，13万南宋精锐部队全军覆灭。常州抗
战破城后，蒙古兵大肆屠城，大大威摄了南宋
军民的抗敌意志。恭帝的母亲谢太后被逼无
奈，带着小皇帝为保性命向元朝统帅伯颜投
降。南宋都城临安陷落。

不愿当亡国奴的南宋大臣张世杰、陈宜
中、文天祥、陆秀夫、陈仲微等带着南宋益王赵
罡、广王赵昺逃离临安南下。当年五月赵罡在
福州即帝位，改年号“景炎”，陈仲微被封为吏
部尚书。不久在元军的追击下，赵罡落海惊吓
过度病逝，年仅十一岁。张世杰、陈仲微等大
臣又拥立广王赵昺为帝，改年号“祥兴”。公元
1278 年雷州失守，宋军撤至崖山（今广东新
会）。崖山海战，宋军不敌蒙古兵两面夹击，以
宋军彻底失败告终。

小皇帝赵昺的坐船由丞相陆秀夫守着。
陆秀夫见大势已去，整理好自己的衣冠，向年
仅七岁的小皇帝行了叩拜大礼，从容对小皇帝
说了南宋历史上最后也是最悲壮的一句话：

“陛下，国事至此，不可再受辱！”年幼的小皇帝
望着丞相坚毅的表情，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无力回天的陆秀夫，怀着无比悲愤，背起小皇
帝跳进了大海，淹没在滚滚的波涛里。祥兴二
年（1279年）二月南宋被蒙古人灭亡，元统一了
中国。

崖山海战中六十七岁的宋朝最后一位吏
部尚书陈仲微，侥幸活了下来，无奈逃上了一
条小船流亡到了安南，四年后（公元 1283年）
在安南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尹谷：
决不投降自焚殉国

尹谷是宋代崇阳第十六任知县，字耕叟，
号务实，潭州（今长沙）人。性格刚毅庄厉。年
少时勤奋好学，初处郡学成绩优秀，令同学、朋
友十分钦佩。宋时以词赋取士。福建、浙江的
学子词赋尤优，名传天下。而尹谷与同学邢天
荣、董景书、欧阳逢泰的词赋体裁非常典雅，士
子们竞相传阅学习。于是湘赋与闽赋、浙赋一
样，受到士子们的赞赏。尹谷三十岁考中进
士，首派任常德推官（负责地方司法、治安的官
员）。德祐初年（公元 1275 年）调任崇阳知
县。治崇期间，政绩甚佳，廉政有声。

尹谷在崇阳任上时，恰逢潭州老家办丧
事，只好辞官回到潭州，再没有返回崇阳。此
后他在潭州兴学设馆授徒，教授“五经”、“四
书”，诸子百家。他对学生的品德、行为举止、
学习要求十分严厉。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终
日，夜寝灭灯后才能摘下头巾，早起必须穿整
齐衣服，扎好头巾，才能走出房门。市上市人
看见衣着整洁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就说这一定
是尹先生的门人。

尹谷后来成为李庭芝（南宋军事家）的幕
僚，经举荐任衡州知州，因故滞留在家。这时
蒙古兵南下围攻潭州。潭州守将李芾礼聘请
尹谷为参谋，共同策划御敌之策。潭州的壮丁
大多调到浙江保卫南宋首都临安去了，只留下
四百五十人，且多是老弱。李芾礼与尹谷率领
民丁与蒙古兵厮杀三个月，城仍未被攻破。但
是城中的粮草消耗殆尽，又无援兵，危在旦
夕。尹谷明白潭州即将破城，于是回到家里向
妻子诀别曰：“吾以寒儒受国恩，典方州（管理
地方），不可受辱！”说完燃火自焚殉国。家人
不愿死在外敌的屠刀下，也随之跳入火海殉
义，构成了极为悲壮的一幕。李芾礼闻之惊愕
万分，备酒祭奠英灵。他说：“务实真男子汉大
丈夫矣，先我就义也。”崇阳人后来听到尹谷自
焚殉国的消息感慨万千，将他的事迹录入名宦
祠。

（作者系崇阳一中退休教师）
资料来源：《宋史》、《崇阳县志》（同治五

年）、《高安县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