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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绘盐城历史名人

水利学家冯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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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说说
盐城清代水利学家冯道立。

冯道立善治水系，
功绩显著，
声名远播。
他多次参加

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
往返奔波筹划，

常常过家门而不入，
被老百姓赞扬有“大禹之风”。

清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六日，
冯道立出生在东台时堰古镇

一个中产米商家庭。
时堰古镇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但地势低洼，
夏秋时节常遭洪涝灾害，

百姓苦不堪言。

在百姓无充饥之食、
粮商趁机哄抬粮价时，

冯道立的父亲带头低价出售粮食，
并且赈米、赈钱、施衣、施棺。
冯道立的母亲深明大义，

将丰厚的陪嫁物全部拿出，
帮助丈夫做善举。

青少年时的冯道立目睹了
人们屡遭洪水威胁、
深受灾害的惨状。

冯道立勤奋好学，博览群书，
除经史子集、水利外，

对天文、历象、算学、文学等都有研究。

于是，
发奋研究水利，
立志为民造福。

二十岁时，他爱上了《易经》，
自己制作望远镜，
在书房外的小院内

建一个高台作为简易的天文台。
每到晴朗的夜晚，

他必登台观察天象，
并细心记载。

阴天夜晚，
他用石子布成八阵图，
捉昆虫放进阵里做试验。

道光元年朝廷开恩科，
冯道立在父母的催促下前去应试，

考中恩科贡生，
候选直隶州州判。

但他无意功名利禄，
致力治水学问。

他专心研究水利学家的著作
和治水经验教训，
并多次雇小木船，
到范公堤以外，

长江沿岸等地考察。

道光六年入夏，
阴雨连绵，

时堰东面大兴圩决口，
面临崩溃危险。

冯道立带领乡民在圩内筑堤，
堵住决口。

针对当地火灾频发的状况，
他们购置木桶锡制水龙三架，

铁制球灯、高柄灯笼、榔头、水桶、
扁担、篙子等救火工具，

在村太平桥南
建造砖木结构瓦房八间，
创办“务本堂水龙会所”，

成为时堰古镇民间消防机构。

当时，知县秋家丞特意请冯道立相助，
冯道立赴海滨实地勘察，

出谋划策，使水患得以解除。

道光二十二年，
冯道立倡议修建
时堰镇的护堤。
后来虽有洪水，

时堰镇内却比较平安。

冯道立善治水声名远播。
道光二十年，运河决堤，
东台一带成了泽国。

人们将护堤
称为“丰乐圩”。

冯道立一生好学不倦，
不仅精于水利，而且著作甚丰。
他毕生写下四十多部理论专著，

其中，《淮扬治水论》概括出“治水之道不出
‘疏’‘畅’‘浚’‘束’四法”。

其所著著作至今
仍具有较高的研究、
参考和使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