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三角洲桑園園的構造及其治水組織  

一清代乾隆年間～民国期間－  

片 山  剛   

所謂桑園園，乃是沿西江、北江修築的大堤防的綿構，地跨贋東省的南海解  

和順徳解（該地域，按照清代的行政匡劃，乃是由二粁十五壁構成）。嫁説，桑  

園園歴史悠久，自北宋起就有了。本稿僅就其清代乾隆年間以来的歴史進行探討。  

首先是考護桑園圏的構造攣化。明代桑園園的構造，除其下流部外，是以大  

堤防（即“大圏”）和章（即一種譲水有出入的設施）圏園四周而成的。下流部  

沿外河方面，薦使“開口”，没有修築大堤防，也没有設下車和間，僅僅修築了  

小堤防（即“子園”）。其目的，就是要在梅雨期間排放出桑園園内横存的雨水和  

山水。這種構造一直保存到民国期間。然而，民国十三年（1924），這一“開口”  

部分也終於因大堤防和間而成“閉口”之状，桑園園地域全被大堤防和寮及開園  

起来了。  

桑園園這種構造攣化，究其原因，則是随著明代以来不断開費，桑園園地域  

的治水、水利環境，無論是在桑園圏内部還是在其外部，都教生了重大攣化所致。  

其次是考察治水、水利環境的内在攣化，主要是将下流部所費生的情況輿開  

発進展情況，具髄而言就是小堤防的修築以及相田向“桑基魚塘”的樽攣等聯繋  

起来進行考察。  

再者是考察治水、水利環境的外在欒化，従乾隆末年到道光年聞導致該地域  

全饉参輿的治水組織的形成的情況，以及該組織内所存在的上流部輿下流部之聞  

困治水、水利環境的差異而産生的矛盾和封立，等等。  

最後是考察従“開口’’到“閉口”的構造攣化，如何由下流部掌握主導権進  

行的，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