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户力平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
多年业余从事北京文史研究，特别是北
京地名、风物、民俗及古村落研究，并在
《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劳动午报》等
报刊发稿千余篇。 已出版《光阴里的老
北京》《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京西海淀
说故》《香山传说》等。

主讲人介绍：

历史上永定河有多少称谓

永定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着
不同的名字， 在中国所有河流中， 是
古称、 别称、 俗称最多的河流。

先秦典籍 《山海经》 中称永定河
为 “浴水”， 其曰： “又北五百里曰谆
于毋逢之山……浴水出焉”。 《汉书·
地理书》 称永定河为 “治水”， 其于雁
门郡 （今山西右玉南） 阴馆县 （今山
西代县西北） 以南称： “累头山， 治
水所出 ， 东至泉州 （今天津武清西 ）
入海， 过郡六， 行千一百里”。

东汉 《说文解字》 载： “漯水出
雁门阴馆界头山， 入东海。 入追切”。
《魏书 》 中 ， “漯 ” 被写成了 “濕 ”
（shī）， 此后直至北朝永定河均称 “灅
（lěi） 水 ”， 也有的史籍记为 “湿水 ”
或 “濕水”， 俗称 “清泉河”。

隋唐之时， 永定河多通称 “桑乾
（干） 河”。 《隋书》 有马邑郡 （今山
西朔县 ） 神武县 （今山西神池东北 ）
有 “桑乾河 ” “大业七年 （611年 ），
征辽东， 炀帝遣将于蓟城 （今北京城
区西南部） 南桑乾河上”。 《旧唐书》
云： “自桑乾河下至卢思台， 去幽州
八百里”。 关于 “桑干” 一名的来历有
两种说法： 《大清会典》 认为 “桑乾”
与 “涫 （guàn）” 谐音 ， “桑干 ” 是
“涫” 的变音。 另说， 每年农历四月，
沿河两岸截水灌田 ， 致使河水干涸 ，
此时正是桑椹成熟之时， 故称 “桑干
河”。

宋、 辽及金代， 永定河既称桑乾
河， 又称卢沟河。 一说桑乾河流入北
京后至京西经八大处卢师山之西， 故
得水名 “卢沟”。 二说桑乾水自雁北黄
土高原奔腾而来， 水湍急， 深邃， 水
色黑浑 ， “卢 ” 字即 “黑色 ” 之意 ，
此河乃以 “卢沟” 得名。

元、 明两代， 永定河的名称出现
多样化， “前代旧名如桑乾、 卢沟既
沿用不废， 又出新名”。 《元史·河渠
志》 云 “卢沟河， 其源出于代地 （今
山西代县）， 名小黄河， 以流浊故也”。
又云 “浑河， 本卢沟水， 从大兴县流
至安东州 （今天津武清东州一带）、 武
清县 ， 入漷 （huǒ） 州界 （今武清河
西务一带）”。 因其河水挟沙量居海河
水系各河之首， 且汛期河水混浊凶猛，
又称小黄河、 黑水河、 黄水河。 明代
永定河自三家店出山之后， 进入平原，
流水减缓， 使泥沙沉积， 河水经常泛
滥， 甚至造成河水改道， 因而称 “无
定河”。

到了清代初期， 永定河自上游至
下游的称呼各有不同， 上游仍称桑干

河， 中游称浑河， 下游称无定河。 康
熙三十七年 （1698年）， 对无定河进行
了大规模治理后， 河道相对稳定， 所
以康熙帝赐名 “永定河 ”， 并沿用至
今。

“永定河” 之名是康熙帝首倡吗

历史上永定河是一条水患频发的
河道， 有 “十年一决口， 百年一改道”
之说， 故有 “无定河” 之称。 清朝以
前， 自石景山至卢沟桥南侧建有高大
的土石堤， 而下游则无任何筑防， 任
其散漫， 所以宛平、 良乡、 涿州、 新
城等地皆被其所患。 到了清初依然水
患严重， 河水平均三年泛滥一次。 尽
管朝廷每年多有治理， 但没能彻底消
除水患。

康熙三十七年 （1698年）， “浑河
泛涨， 淹没旗下及民人庄田” “新城
漫决， 霸州为水所困”。 康熙帝亲临视
察后万般担忧， 便想找一位为官清正，
办事严谨， 且有治河经验的官员负责
河道的治理。 其权衡之后， 想到年逾
六旬的总督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于成
龙。

于成龙， 字振甲， 号如山， 汉军
镶红旗人 ， 任职期间 ， 他治理滦河 ，
廉洁自持， 多有善政， 政绩斐然。 因
政绩突出 ， 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 ）
被任命为江宁 （南京） 知府。 康熙二
十九年 （1690年） 十一月升都察院左
都御史， 兼镶红旗汉军都统。 康熙三
十一年 （1692年） 十二月接任河道总
督。 当时淮扬两河水灾严重， 他历时
三年， 终于把淮扬地区河道稳定下来，
“水害遂消， 民获耕稼”。

鉴于于成龙治理滦河及淮扬地区
河道有方 ， 康熙三十七年 （1698年 ）
二月， 以总督、 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职务管直隶巡抚事， 且全权负责浑河
的治理， 并要求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

于成龙受命之后， 亲自查勘浑河
河道， 经过反复权衡之后， 决定在加
固石景山至卢沟桥段旧堤的同时， 对
卢沟桥以下河段进行大规模治理， 疏
筑兼施， 既筑河堤， 又浚河床， 治水
的同时注重治沙， 从而使中下游河道
全面治理， 改变以往局部治理的形式。
他亲临河边指挥， 监督河工开挖修筑
新河， 并对工程进度、 修筑石材等严
格把控， 以杜绝 “豆腐渣工程”。

据 《清史稿 》 《河渠志三·永定
河》 载： “巡抚于成龙疏筑兼施， 自
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 迳固安北十里
铺、 永清东南朱家庄， 会东安狼城河，
出霸州柳岔口 、 三角淀 ， 达西沽入
海”。

经过两个多月疏浚， 修整浑河河
道145里， 筑南北堤180余里。 新河自
宛平之卢沟桥至永清之朱家庄， 汇狼
城河， 注西沽入海。 不久， 康熙帝乘
船顺河而下巡视， 并问于成龙新修河
道以何而称 ？ 于成龙告知称 “永定
河”。 康熙帝龙颜大悦， 遂将修整后的
浑河主干道赐名为 “永定河”， 并题额
建碑， “永定河” 之名由此正式诞生。

永定河为何被誉为“北京母亲河”

一、 永定河冲积扇为北京城的形
成提供了优越的地域空间。

永定河形成之后， 在今门头沟三
家店附近流出山区， 进入广阔的低洼
地带。 河水从中上游冲击携带的大量
沙石屑物不断填充低洼地区， 逐渐堆
积抬高。 经过漫长的岁月变迁， 形成
巨大的扇形地域 （地质学称 “洪积冲
积扇”）， 即北起今海淀清河， 南至大
兴黄村一带。 而冲积扇大都在海拔5米
至50米之间 ， 地势平坦 、 土壤肥沃 ，
河道纵横。 古代先民在这一地域定居、
繁衍， 从最初的简单村落逐步发展成
了人口密集、 经贸繁盛的都市。 据记
载， 东周 “武王封尧后于蓟” 时， 北
京城原始聚落蓟城便在这里形成， 此
后历经辽、 金、 元、 明、 清时期的发
展， 成为今天的北京城。

二、 永定河直接或间接地为北京
城提供了丰沛的水源。

历史上永定河的水源丰富， 地下
水资源充足， 西山诸名泉主要是永定
河通过石灰岩渗滤而来的， 并汇成多
条河流， 流经今天北京城区大部分区
域， 为人们的生产、 生活提供了丰富
的水资源。 今天的什刹三海、 积水潭、
龙潭湖、 莲花河、 高梁河均为古永定
河河道的余脉。 明清时期因为有了永
定河间接提供的水资源， 才使西郊一
带的皇家园林得以不断扩展。 可以说
永定河是京城的 “生命水道”， 水滋养
了北京城， 养育了北京人。

三、 永定河流域物产为北京城提
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

永定河流域范围广阔， 有着丰富
的森林资源和其他物产 ， 几千年来 ，
北京地区形成聚落并发展成为城市 ，
一直没有离开永定河流域中上游所提
供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包括生火取暖
的木材、 煤炭， 到建筑城池、 民居的
石料、 石灰， 食用的干鲜果品等。 以
木材为例， 自辽金到明清， 皇宫和北
京城中居民消耗的木柴木炭多取自于
永定河流域的森林。 特别是明清时期，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 人口的增加 ，
木柴耗量更是惊人。 永定河流域煤炭

的开采则可追溯到辽代， 今天的西山
地区 （门头沟、 房山一带）， 煤炭资源
丰富， 千百年来， 源源不断地运往京
城。

四、 永定河古渡口为北京城的发
展创造了先决条件。

远在数千年前， 永定河上就出现
的渡口成为了古代南北交通的重要枢
纽。 随着北京城原始聚落蓟城的形成，
这些渡口促进了南北交流， 为辽代陪
都燕京、 金中都、 元大都的发展提供
了重要条件。 先民们之所以精心选择
了今北京西南一带作为聚落点， 是因
为这里距离永定河不远 ， 交通便利 。
到了金代， 永定河上的渡口建成了卢
沟桥， 既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也促进
了南北文化与贸易交流， 由此使北京
城迅速发展， 到明清时期， 北京更是
成为全国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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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讲讲人人：：户户力力平平 文文//图图

凭凭什什么么被被称称为为““北北京京母母亲亲河河””？？
永永定定河河

日前， 水利部启动2023年度永
定河水量调度工作， 力争实现全年
全线有水，助力复苏河流生态环境。

永定河为北京第一大河，孕育、
催生、抚养了北京城，故有“先有永
定河，后有北京城”之说，由此被誉
为“北京母亲河”。 历史上永定河曾
有浴水 、湿水 、桑干河 、清水河 、卢
沟、浑河、小黄河、无定河等十几个
称谓，直到清代才被定名为永定河。

今天就谈一谈“永定河”之名的
来历， 说一说永定河为什么被誉为
“北京母亲河”？

永定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