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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娶 射阳胡是苏北历史上著名的大胡。早全新世因受海侵影响，本区是里下河浅水海湾 

的一部分l中全新世时，由于西冈等岸外砂堤的形成 ，车区成为古泻湖，后因海岸东迁．谈水冲灌， 

古泻胡逐渐演变为j夷水胡。1128年黄河夺淮后，大量泥沙进入胡区，湖区澈积迅速，成为沼泽型湖 

泊，加之人类活动因素的显著影响，射阳湖逐渐演变为里下河平原的一部分 

关键调 {!! 里下河 

射阳湖，古称射陂 ，俗作谢阳湖0，历史时期是江淮间著名的大湖。据史料记载，古射 阳 

湖西起今宝应县射阳镇 西安丰镇、太仓一线，北至淮安市境内的泾口、左乡一线回，东至阜 

宁喻 口人海，南连大纵湖 ，地势低洼，湖荡连 片，古为江苏五湖之一e。历史上因受黄河夺淮 

的影响，湖区淤积严重，加之人类不断地屯垦开发，使其经历了由大变小，由“巨浸”演变为沼 

泽型湖泊，甚至近于消亡的过程 。本文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结合野外考察 ，对射 阳湖的历 

史变 迁作初步探讨。 

一

、 射阳湖的前身为古泻湖 

射阳湖地处里下河平原区的腹地，跨扬州、淮阴、盐城三市，在掏造上届苏北拗陷区。此 

拗陷区是在印支一燕山期裙皱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陆相沉积盆地，至迟在晚白垩纪就开始普 

遍接受沉积。第三纪是盆地的主要沉积时期，最大厚度超过 6000m。盆地基底结构复杂 ，各 

地存在有明显的构造差异，射阳湖区则主要处于该拗陷区中洪泽湖 一盐城拗陷及建湖隆起 

这两个次一级的构造单元上。 

第四纪该区因沉降作用接受了巨厚的沉积 ，沉积层厚度一般在 175--225m左右。区内 

第四纪时期多次遭受海侵。在全新世高海面时期，由于气候回暖，海面上升，苏北海侵西界可 

达高邮一盱眙维桥一泗阳一林阳一线[1]。本区地处江淮之间，根据阜宁、建湖、盐城西部全新 

统沉积物特征及古生物化石等分析，本区属古浅水海湾一部分。约 7000a B．P．以后，长江、 

淮河挟带泥沙在此产生堆积，区内河 口砂坝及 贝壳砂堤极为发育。6000—5000a B．P．左右 ， 

淮河南岸砂坝、长江北岸砂坝及苏北 中部最大的南北向岸外砂堤相继出露水面嘲，海岸线东 

0 嘉靖维扬志。 

@ 阜宁县志。 

@ 珥『太湖、射阳、青草、丹阳、宫亭五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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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至阜宁羊寨一盐城大冈一线的西冈滑线附近 西冈又名阔砂冈，北起阜宁羊寨，向南经喻 

l 1日 2 团 3 圈 4 

图 1 射阳湖区部分浅钻柱状示意图 

1．泥炭．2．牯土．3．粉砂，4．淤泥质亚粘土 

Fig·1 The~ketch of partial column s~tions 

in sballOW botB—hole in Sheyang Lakc afea 

VI、龙 阿、大 冈至东台市境 内，与 长江北 

岸砂坝相接 。冈身完整阔长，主要由褐黄 

中细砂、贝壳碎片组成。根据西阿两合附 

近地下 3．5m处牡 历壳“C测年为 5677 

±75a B．P．，说明西冈成于 5500—6500a 

前L3． 西冈形成后 ，其西侧贝9成为较封闭 

的泻湖区，古射阳湖所在地区也渐由高 

海面初期的浅水海湾演变为古泻湖环 

境 。根据淮安青莲 冈、阜宁陆庄、海安青 

墩 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大量文物考证 ，淮 

河 南岸砂坝、西 阿、长江 北岸砂 坝不但 

6000a前已露出水面 ，而且已有祖先生活 

于此带砂堤上从事渔猎与种植了。 

本区全新统沉积届海陆过渡相 上 

部为褐灰、灰黄、灰黑等色淤泥亚牯土 ， 

局部夹淤泥，产有孔虫 Ammo~ia becar~、 

Ⅳ矾 4 sp．介形虫 s oc 陆 诅甜 longas、 

Ⅳ ， Sp．等化石 ，届海陆过渡相沉 

积。下部则是灰色、青灰色或褐灰色粉砂 

质亚粘土、粉砂或细粉砂与亚粘土互层，未见海相生物化石，届河湖相沉积 据建湖县原五七 

农场、盐城市郊区西冈西侧、兴化县西部(图 1)等 4m浅钻柱状剖面揭示，晚全新统地层本区 

泻湖相沉积发育(表 1) 在晚全新世统地层中，发现有大量牡颤化石的泻湖相瓣腮类化石 

在兴化城西地表以下 2m处有海相生物蛏子 ，建湖县五七农场及兴化垛 田一带分布有泻湖 

型泥炭层，是本区曾为古泻湖环境的有力佐证。西冈形成以后，古泻湖经过2000a的冲刷，水 

体明显淡化。所以在晚全新统地层中有许多生活在淡化泻湖中的瓣腮类化石。曾昭漩等研 

究也认为，2S00a前里下河低地还是个微咸水湖(即泻湖)旧，这个古泻湖是在战国以后才被 

表 1 射阳湖区晚全新世岩性、岩相 

Tab·1 LRho：~~ies and Litholo~cal cbsraaers。f Sheyang Lake are且jr．the LacB Holo~ng 

地 点 建湖县酉南五七农场 盐城郊区西饲西侧 兴化市西郊 

m 0--0．3m灰色砂质牯土． 0
． 0--2．5m粉砂质牯土． m 3

--

0．5m灰色谳质牯土． 0．0--0．5m黑色亚牯土。 
岩 土质细而牯重． 

m 5--0．65加灰黑色泥嶷层，0．5m 2
．

5--3．4m褐色重牯土 0．5一 0m上部浅灰色粉砂质 

性 处有揭潮相瓣鳃类化石． (中阿人工集中含大量 亚牯土，下部灰色粉砂层， 

描 65一l_B5m灰色谳泥质牯土层。 泻海相瓣腮类化石)
。  

2T|I处有海相生物蛏于． 

I．85一d．00m青灰色粉砂质牯土 3．0--4．0m暗灰色谶怩质亚 述 3
． 4--4．0m暗灰色辩泥质 牯土

、粉砂互层 。 层。射酗河 、射甜}胡附近沉积屠 亚帖土
、粉砂互屉。 中有大量牡 撕化石

。  

沉积 相 圬 胡 相 筠 胡 相、拽 海 相 愕 期 相 

同曰 曰目目  

蝴国罔罔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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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泥沙逐渐淤积。 

二 黄河夺淮前的古射阳湖 

由于西冈等岸外砂堤象一道道天然屏障，将泻湖 区与外域海水隔开 ，潮卤对本区的影响 

减弱。泻湖区内四周高，中问低 ，本区又是里下河碟形洼地的 锅底 ，长江 、淮河及西部高地 

来水汇集区内，河流冲淡作用增强。另，砂堤亦拦截了河流挟带至区内的部分泥沙 ，加强了泻 

湖区内的淤积 ，使古泻湖广袤的水域被淤为许多大小的湖荡 ，而射阳湖堪称是整个里下河泻 

湖区中最大的湖泊。据史书记载 ，本区春秋时期地属扬州，周代以前称“淮夷地”，系古泻湖 

演变的湖沼地 。《禹贡》中述及 “淮海惟扬州”，又载“厥土为涂泥”，证实了先秦以前此带滩 

地宽广，湖沼连片，湿生植被很多，泥土有机质含量较高，是一片浅水大潮的环境。 

宋以前射阳湖的面积很大 ，史籍载：“射阳湖 ，江淮问巨攫也。南通樊梁湖、博芝湖，以承 

邗沟之江水 ；北通夹耶湖，由末 口达准 ，汉建安中更西通 白马湖。自春秋以迄汴宋 ，千有余年 ， 

为南北馈运之孔道。”@春秋末年 ，吴王夫差北上攻齐 ，东北通射阳潮，西北至末 口入淮 ，以通 

粮道 ，射阳湖成了江、淮之间重要的水路联络通道。汉时，射阳湖称 “射陂”。《汉书》记 ：“广 

陵厉王胥传 ，相胜之奏夺王射陂草田以赋贫民 。据盐城一带汉墓出土的炭化稻粒分析得知 ， 

汉时射阳湖滩地种植已具一定规模，湖水已明显淡化。 

宋以前长江对湖区水体淡化影响很大。因其时射阳湖呈南高北低之势，故长江水可北上 

入湖再入准。《汉书 ·地理志》云 ：“渠水(即邗沟)首受江 ，北至射阳湖经淮水 其大致反映 

了湖区北隅低于南隅。由于长江水势浩大 ，冲刷淡化能力强 ，对古泻湖 向淡水湖的演变起了 

重要的促进作用 。 

黄河大规模夺淮 以前 ，河流堆积于本区的泥沙量有限，淤塞速度不快 ，其时，射阳湖具有 

如下特点 ： 

1．范围广大 ，面积辽阔 宋以前射阳湖面积之大 ，史籍多有记述。光绪《阜宁县志》卷一 

载 “尔时射阳等湖 ，洲渚间阻 ，烟水弥漫 ，其广狭浅深相悬绝 。卷四又载 “其时江淮通波，湖 

薮贯络 ，数百里问，帆樯利涉，烟水苞沦，信淮南之奥区也 。以上只是形象的描绘 ，据载 ，射阳 

湖“春秋时已达邗江 ，周回三百里，跨宝、淮、盐 、阜四县，东南一具区也” 。足见其水域之广 

大 。在今兴化市境的地面虽堆积了 2m厚的沼泽相土层 ，但其下部却可见到浅滩堆积的粉砂 

层 ，此带亦曾是该潮水域的范围。宋《太平寰宇记》也记道 ：“射阳潮长三百里 ，阏三十里 ，它 

堪称里下河地区最大的湖泊(图 2)。 

2．水道相通 ，湖荡连片 由于洲清间隔 ，宋以前湖区大小湖沼荡滩连片，它们统称为射 

阳潮群，有射阳湖、得胜潮、博支湖、央耶湖等。湖区水道密集，互为通连 ，长江之水可通过水 

道入湖入淮 。“其时黄来南徒 ，淮水庳下 ，里运一带地末壅高，故江流得以北注入湖 ，湖水又北 

泄入淮也”@。《阜宁县志》(光绪)载：“邗沟东道fh樊良至博芝至射阳，西道fh樊良而津湖而 

白马湖，又东北贯射阳湖 ，始出爽耶而入淮也”。文中道出了潮群密集，水道通联的形势。 

0 光绪《阜宁县志》卷四。 

@ 陈云墀。射刚复古议。 

@ ‘续修盐城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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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宋 前古射阳期示意图 
Tab．2 The Skelch of anc~cnt Sbcyang 

Lake be re Song 13~Znasty 

3．海洋对湖区仍有一定的影响 黄河夺淮 

以前，尤其是唐代李堤修筑以前 ，湖区受海洋的 

影响仍较深刻 ，具有淡化泻湖的特点，在湖区东 

隅尤为显著。在湖区以东的岸外砂堤一线有数 

条古潮汐通道 ，如庙湾 口、石碰 El、草堰 口潮汐 

道等，海水通过水道可直入湖区(图 3)。故宋时 

淮南盐场仍主要分布在常丰堰(或范公堤)西侧 

射阳湖区的东缘。由于射阳湖东侧还有西冈的 

阻隔，故范公堤与西 冈问泻胡区的水比射阳胡 

区要成得多，此带也是淮南盐场主要 分布 区。 

《新唐书 ·地理志 》云及 “盐城，有盐亭百二十 

三 ，有盐”。至宋时，盐城县辖九盐场 ，为伍佑、紫 

庄、南八游、北八游、丁溪、竹溪、新兴、七惠、四 

安 ，不久又省为七场。宋范公堤修筑 以后 ，障蔽 

了海潮大规模西侵，在堤身的原古 潮汐水道 处 

也相继修建了涵闸，以防卤水内侵 。唐宋时期， 

湖区酉隅运河沿线陆续修建堤堰，如唐李吉甫 

在运河一带修筑 了平津堰 ，宋张纶 曾在高邮以 

北修运堤二百里，运堤的修筑对高宝诸湖的湖 

水起了拦截作用。高、宝诸湖及淮水皆呈建瓴之 

势，时常湖淮溃决 ，淡流浸灌 ，对湖区水体 的冲 

淡具有重要的影响。其后又困海岸东迁，远 卤难 

进 ，湖区东缘范堤西侧的盐场团灶也难以维持 ， 

纷纷迁至范堤以东了。 

三、黄河夺淮后射阳湖的变迁 

公元 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杜充为阻金兵，决开李固渡黄河大堤，使黄河南流入淮经 

苏北入黄海，从而导致了苏北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化。地处淮河南侧的射阳湖区淤塞的速度比 

黄河夺淮前显著加快，湖面缩小，许多地域已成为荡地，另有许多小湖分布在本区。清代张希 

良在《虾、须二沟告成记》中记道 ： 泰州新河以至兴 (兴化)、高(高邮)、宝(宝应)、盐 (盐城) 

之问，为湖者五十有奇”。这个地区正处本区范围，可谓湖泊星布。又云“独射阳一湖更深且 

广 ，去庙湾海 口为近 ，五州县之水必注于此 ，可见射阳湖仍是其中最深最广者 ，困五个州县 

的来水都注入湖中之故也。黄河夺淮以后射阳湖的淤塞情况 ，史籍 中曾载道 ：“自禹王庙起至 

仲家寨，淤塞七十余里，虾、须二 沟，戛梁河共淤六十余里，朦胧西首之射阳湖淤塞四十余 

里”@。但是 ，湖区的淤积速度在时问一卜有着巨大的差异，大致可以 1495年为界 ]。黄河夺淮 

初期，大约 1128—1495年问，黄河河道不定，长期南北决 口分流，其南流入淮的河道分汉颇 

0 ●行水盘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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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十分复杂，河流挟带的泥秒多沿途散失，堆积于流经区域的各地、洼地之中[7]，所以本区 

接受的泥沙堆积数量有限，湖区淤积速度缓慢 ，水面仍较广阔 北宋范仲淹曾写了《过射 阳 

村》一诗 ，有句“渺渺指平湖 ，烟波入望初”，元代文学家萨都刺写的《雨中过射阳》诗云：“霜落 

大湖浅 、“孤蒲雁相语”。从这些诗句中可以推知，宋时射阳湖水域广袤，烟波浩纛 ，而元时 

虽湖很大 ，但因淤积湖水很浅 ，菰蒲等湿生植物生长茂密繁盛，沼泽型湖泊特征已很明显 。 

l 495年 以后 ，黄河得 到初 步 

治理 。刘大夏 、白昂、滔季驯等人一 

系列的治河方略实施 以后 ，两岸修 

筑 了大堤，黄河全流入淮 ，使大量 

泥沙能在苏北平原及附近沿海堆 

积下来。同时 ，黄河大堤 也时常溃 

决 ，使倾注到射阳湖区的泥沙量迅 

增，淤积作用增强。据史书记载，在 

l 495年一l 855年问黄淮决El程溢 

本区就达 40次以上，其中有草湾、 

苏嘴、清水潭、荷花塘、新 沟、童家 

营、老坝 几、张家庄、黄浦 El、范家 

口、建义港、柳浦湾等多处决 口。如 

明隆庆六 年 (1572年 )七 月 U 七 

日，黄河骤涨 ，一夜问平地成汪洋； 

明天 启元年(1 621年 )，黄淮惧决 ， 

里 下河 为 巨提 ；清康 九年 (1670 

年)五月 ’三 日，淮河在清水潭决 

几，水灾较前二年尤甚 ，盐城一带 

大水 ，至次年春积水未退J上。黄河河 

决挟带泥秒 汇入湖区，加剧淤填 

光绪《阜宁县志》载：“嘉隆问，河患 

日剧 ，填淤 日远，西北入淮之迹不 

复可考 ，而射 阳湖亦渐受淤”。 

图 3 山射阳湖入悔水道图 

1．庙湾廿，2 喻廿，3．朦胧rn，4．上冈， 

5．天妃廿，6．石碹rn，7 白驹廿，8 草堰 rn 

Fig 3 The skotcb of the rivvrs flowing into the 8ca 

in ih~ancicrtl Shovang Lake area 

除了黄河多次河决外 ，西隅的洪泽诸湖及大运河亦是俯驾之势，时时侵袭本区，射阳湖 

呈“锅底”之状，洪患不绝。据载 ，1 495年 一l855年问，运堤及洪泽、高宝、邵伯等湖堤的决 口 

屡 屡发生，据史料统计 ，灾情极为严重肯达 60多次以上 如明隆庆三年(1569年)，淮河在高 

家堰黄浦 口决堤 ，田地淹没 ，水患为最烈；明万历四年 (1576年 )淮河于高家堰、清水潭等地 

决H十多处，里下河一 片汪洋 ；清康 熙八年 (1669年)运河决堤，高 田水深四、五尺 ，闾 邑尽 

淹；清道光四年(1824年 )十一月，洪泽湖决 订，农 田沉水底 ；清道光十一年 (1831年)六月十 

八 日，运河决堤，平地水深五尺 ，民大饥 ，人相食 

由于黄、淮、运河及洪泽诸湖的溃决，射阳湖区洪水潴积严重 ，洪水挟带泥秒亦多堆积湖 

@ 盐城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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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促使了射阳湖的迅速淤垫。据载：“南渡以后，大河南徒 ，黄淮合流．浊抄分注而夹耶等潮 

先淤。明永乐闻，平江伯陈揎改运道 ，由准安通达黄浦，不复经射阳湖 ，追嘉隆问，河患 日剧、 

填淤 日远 ，西北入淮之迹不复可考 。而射阳潮亦渐受淤”0。可见 黄淮合流 ，浊沙分注 ，使湖 

区填淤很快 。天 启、崇桢间，范家 口、苏家嘴、柳浦湾、建义诸 口先后决溢，潮身半成平陆一 

湖区淤积如此之快还与海潮浸灌有关， 潮沙溢入”使湖区“日见淤浅旧 据清《王永吉重浚 

射阳湖议 》云：“盖黄河南徒淮泗东注，引黄而合趋，以高宝一线漕河容纳南北两河，滔天浴 

日之水，而下流壅淤无所宣泄”，叉云： 射阳一潮，全然淤垫 ，中间隔断，上下不通”，可见淤浅 

十分严重，并指出 嘉隆以来，湖乃大淤”， 射阳湖化为平陆矣”。至此．射阳湖实际上已成了 

较为典型的沼泽型湖泊，湖区荡滩无垠，广阔的水域已为沼泽、荡滩及小型湖泊所代替。 

清代以后的史籍对射阳潮演化为沼泽型湖泊记载颤多。光绪《阜宁县志》云 ：。潮身之犹 

存者 ，名为马家荡是也，昔之射阳湖渐被所及湮没无传”。又，《宝应县志局征访员汪朝鼎调查 

记 》云：“马家荡本湖之东北隅出口．即阜属之潮河，昔名须沟，长贯全县 ，不过湖水由此泄于 

海耳”。可知马家荡并非射阳湖的垒部，湖区东北隅大片边缘区确已淤为陆地。民国《盐城县 

志》水利篇中记道因黄淮盛涨、浊沙壅阏，“潮之西者乃变成陆”， 田之东者乃抡为荡矣 。宋 

首 《会秋堂诗集》中有“射陂古意”诗云：“那知千余年 ，波底惊沙塞 ，指出了经千余年的淤 

积 ，湖底泥抄淤塞很严重。随着湖区淤积 ，本区不少荡地 已成农田，《陈云墀射阳湖复古议》中 

记道 ：“虽经黄淮决淤．唯阜境半成平陆，他如山盐界内溪涧市诸河，东穿入湖，两岸仅百余 丈 

可插秧 ，此外犹是水天一色 ，万顷菇蒲”，可知山阳、盐城一带位于本区境 内一些河流两岸都 

有秧田，古诗中亦有“一自桑麻开沃壤，几多篱落接沧州”匿。 虽是西畴好时节，稻香风景似 

湘沅”《韵 潮区垦为农 田的记载 

至清末 ，湖区的主要湖荡有大纵湖、平望湖 、蜈蚣湖、得胜湖、郭正湖、广洋湖及马家荡， 

九里荡、白蚬荡、火盆 荡、獐狮 荡、沙母荡、洋马荡、马奔荡、董家荡、乌金荡、棋盘荡等 ，射阳 

湖已成了一个长条状的河道型湖泊，大部分地区已淤为荡滩沼泽或已垦为农 田(图4)。射阳 

湖明清时期的迅速淤垫仍与黄淮、高宝、洪泽请湖渍堤冲决、泥沙汇集区内有关。有时．为了 

减缓黄淮及运河、西部诸湖的水势，还人工放水入射阳潮，使射阳湖中“胶泥填淤，入海路大 

阻”@，“泥沙不可捞浚”，所以射阳湖的淤填速度呈西北快于东南的大势，水体也是向东南渐 

移的形势。另外，潮区东部入海河道不断疏浚，潮区积水能迅速排出，所以陆地不断扩大 ，水 

面不断缩小，即使地势低洼 区也会“积水消而低地涸”0，潮荡多湮废 ，陆地淤长迅速 。 

四、人类活动对射阳湖变迁的影响 

射阳潮的演变与人类 活动的影响关系甚密。早在新石器时代射阳潮古泻潮形成以后，本 

区周围的砂嘴、砂堤及高田地带已出现了古人类的活动。根据考古资料，在本 区东隅的岸外 

砂堤及北隅的淮河北岸砂嘴上，地势高亢，可避水患，东临黄海可以捕捞，西有湖滩可以开 

0∞ {大清一统志，。 

回 明山阳沈沛，重经射阳湖有感，呈拓大夸瑞云。 

囝 知县许心源，将卸阜邑幕 田别士 民、道光丁亥 

@⑦ 民国，{盐城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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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是先民活动的场所，沿冈陆续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可以证明这点。秦汉时期 ，本区人类活动 

已十分频繁，汉元狩六年(公元前 117年)置射阳县 ，以其地 “居射水之阳(北岸)”得名 ．汉元 

狩四年(公元前 ll9年)所置盐渎县(今盐城县)与射阳县隔湖相望。《续修盐城县志》载 ：“射 

阳故城在古射阳湖西岸 ，与盐渎古城隔湖相望，两县分湖而治 。在沿 冈、沿堤地带有许多战 

国及秦汉时代的遗址、墓葬发现，可以证实措湖地带当时盐铁业发达 ．农业也颇有发展．城市 

亦具一定的规模。人类对本 区大规模的开发主要在汉代以后 ，其对射阳湖区历史演变具有如 

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马家荡 

2．绿草蒴 

3．獐狮、蚬狮荡 

4．火盆荡 

5．大纵湖 

6．广洋湖 

7．洋汉{胡 

8．郭城渤 

9．时堡胡 

l0．沙母端 

l1．洋马蒴 

l2．董家蒴 

l3．平旺i孵 

图 4 明清时期射阳渐示意图 

F_瑶．4 Thg sketcll of Sh~yang Lal【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1．围湖造田，屯垦滩地 汉代以前，本区已成为水稻产地 ]，盐城市境曾在古墓中发现 

古稻种．测定为战国时期。另出土有汉代磨米的石磨，可见稻米是当时的主要粮食．史书亦载 

汉宣帝时已将射阳湖边的草田租给农民开发。唐代上元中(76O一761年)和大历三年(768 

年)两次在射阳湖设立官屯，《大清一统志》载：“唐大历三 年，与洪泽并置官屯，自后所收岁 

减，遂停废”。说明唐时对砂堤以西的射阳湖湖滨荒地进行了有组织的开发。宋时．由于堤堰 

的修建．使湖区的开发更为有利 在开发过程中，宋元以后劳动人民为防水患在高地取土填 

高，建成了四周环水的人工高田——垛田，甫宋时沿绍熙堰一带被恳湖滩地就达效万顷 。 

明《盐城县志》载．明以前湖区已是“沃原膏土，鲡 鲡 乎百利可兴也”，又载“盐城人咸把锄 犁 

而耕，至秋，黄云蔽野 ，社鼓相闻 ，描绘了本区农业兴旺发达的景象。至清代。射阳两岸农 田 

0 宋史．‘河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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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成上腴”。如，盐城。县西湖荡，逐年淤垫，日就湮狭，附近居民围田蕹藐稻，岁增月进”0。经 

过人类的历代开垦 ，古代著名的博支湖、沙母荡、马家荡、九里荡等都大部成为沤田区。《阜宁 

新志》载马家荡 自坝水不常东注 ，荡已渐固为 田，孙家庄向在荡中，今则陆行可至，非复当 

日茭苇盘错、凫雁为邻 ，有满 目汪洋之叹矣”，马家荡 已名存实亡，皆辟为农田。 

2．修建堤堰 ，促进淤填 射阳湖区四周高亢，中为洼地，西有洪泽、高宝、邵伯等湖及 运 

河居高临 F，随时可洪水侵袭；东有黄海海潮肆虐，卤水授灌 ，对区内屯垦开发造成了极大的 

威胁。早在汉代 ，西 隅就建有高家堰；唐代李吉甫筑平津堰于运河边，宋时运河堤叉得以修 

建}南宋淮东提举陈损之修筑了著名的“绍熙堰”等。以上堰堤的修筑有效地 防止 了西部洪水 

的倾泻 ，使围湖促淤造田免遭洪水破坏 。本区东隅海堤始建于唐，淮南黜陡使李承筑 “常丰 

堰”，宋范仲淹又修“范公堤”，后又有沈起等人对海堤进行不断修筑 海堤阻挡了潮水入湖， 

保护了湖区的屯田，使湖区的开发有了屏障保护 ，《续修盐城县志》云：“夸海潮有范公堤以障 

之，其 自庙湾 口入者，每东风大作三、五 日常遏海水入射阳湖”。海堤还可拦截潮区的泥沙， 

使之不外泄，《续修盐城县志》载：“隆庆四年 (1570年)，淮河大溃高家堰，黄随其后 ⋯⋯沙 

随水入射阳湖，胶泥填淤 ，人海路大阻”。这与海堤的屏蔽作用是分不开的，其对湖区的淤填 

成陆过程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3．开挖河道 ，渲泄内水 射阳湖历史上洪涝灾害极为严重 ，尤其是黄淮交溃 ，洪水潴积 ， 

使湘区水量大增 ，常造成巨大的灾害。区内历代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开沟理渠，加强排水功 

能，客观一}：对湖区水面缩小，扩大沼泽和成陆也有一定的影响 早在春秋时期，古邗沟的开凿 

有助于碟形洼地湖沼积水的外泄，秦汉时期 ，盐铁业发达 ，本 区开挖有运盐河，汉盐滨县即以 

盐河命名。《扬州水道记 》记隋文帝所开山阳渎， 过樊汊、入高邮、宝应山阳河，以达于射阳 

湖”，亦加强了湖区水的排泄。宋威淳五年 (1259年)，李庭芝开串场河 ，虽为盐运而开凿 ，客 

观上亦是排水通道。历代人们对射阳河、新洋港、斗龙港、东台河等河道的 拓浚，增强了湖区 

内水渲泄人海的功能。据史书记载，清代本区就先后疏浚或开挖了射阳河、新洋港 、串场河、 

蟒蛇河 、冈沟河、东涡河、盐河、皮岔河 、兴盐界河、东塘河 、酉塘河、戛粮河 、虾须 淘等大小河 

道。由于人海河道疏浚后 ，能够及时排出涝水 ，抑制了湖区的扩展，加之湖区本身发育演变的 

规律及其它 自然 、人为因素的影响，至清末“自火盆荡以下为荡者十有九，今大半淤为陆地”， 

“困积水消而低地滴”，湖区逐渐呈现出一片 茭苇盘错、溪田沃壤”的景观。 

经过近代人类的进一步开发 ，射阳湖已完全失去旧日“洪波接天”、“风涛浩渺”的风貌， 

仅有大纵湖、得胜湖等面积较小的湖泊分布本区 ，荡滩也大部辟为农田。在射阳湖腹地的“九 

龙口”一带尚有约 】．3×1 0 hm。原始状态的荡地分布，成为苏北平原上一处风貌独特的自然 

保护区。 

@ ‘续惨盐城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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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0N CHANGES 0F SHEYANG LAKE 

IN HISr0RICAL PER10DS 

Ling Shen 

( Pedagogical，̂ ，Yam~ e*，JH 雒 224002) 

Abstract 

Sheyang Lake was B fam ous large lake jlI North Jiangsu ilI historical period．Durin g the 

earlY Holocene。 it was transgressed and reduced in tO B part of Lixahe bay． Durlng the 

middle H olue eue ，an old lagoon was formed as the result of the form atIon of of fshores． 

Late,．due to easiwa,d J~ovem eD／0f the ~6astline and f]ushin g action of f,eshwa／er，th e old 

lagoon turned into a freshwater lake gradually+ As the Yellow River captur ed the Huaihe 

River in 1128．a great quantitY of sand was carried into the lake and piled up there swiftly． 

A 1 0t Of marshlands were formed  in th e Iake ．In addition to m an’s rem arkable lnfluence，it 

becam e a part of the Llxlahe Plai|I． 

Key words Sheyang Lake ，lagoon，the Lixi~te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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