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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福寿沟的一大特
点,就是利用天然地形
的高低之差,采用自然
流向的办法,使城市的
雨、污水排入江中和
濠塘内,免去了今人使
用抽水机的麻烦。

第 二 ， 巧 借 水
势。是它的12个水窗
(即排水口)。水窗的
闸门借水力自动启闭,
十分巧妙。原闸门均
为木闸门,门轴装在上
游方向。当江水低于
下水道水位时,借下水
道水力冲开闸门;江水
高于下水道水位时,借
江中水力关闭闸门,以
防江水倒灌。

为了保证窗内沟
道畅通且有足够的水
压力（冲力），刘彝
采取变断面，加大坡
度的方法来加大水的
水 流 速 度 ， 进 入 水
窗 的 水 增 加 流 速 2 - 3
倍 ， 水 窗 的 坡 度 是
4.25%，比正常下水
道大4.1倍,这样就保
证了水窗内的水保持

强大的水压，既可以
冲刷走水中的泥沙和
杂物，又可以冲开外
闸门，排入江中。

第 三 ， 全 盘 布
局。福寿沟与城内三
大池塘、几十口小塘
连为一体,有调蓄、养
鱼、溉圃和污水处理
利用的综合效益,形成
了一条生态环保循环
链。福寿二沟线路与
赣州老城内的三池（
凤凰池、金鱼池、嘶

马池）以及清水塘、
荷包塘、花园塘等数
十口池塘连通，俨然
一个活的水系。遇暴
雨 ， 它 可 调 节 雨 水
流量，减轻下水道溢
流；江水回灌时，这
些池塘又成为天然的
蓄水池。

第 四 ： 城 墙 庇
护。福寿沟能发挥作
用，离不开一个基础:
赣州城保留了古城墙
和古城水系。

民 间 传
说 认 为 , 赣 州
是 座 龟 形 “
浮 城 ” , 不
管 江 水 怎 样
涨 , 赣 州 城 都
能 跟 着 浮 起
来 。 现 存 的
赣 州 古 城 , 的
确 是 由 唐 末
五 代 时 风 水

学 家 杨 筠
松 选 址 建
造 的 “ 上
水龟城”,
城形如龟,
可 以 减 小
洪 水 对 城
墙 的 冲 击
力。

此 外 ,
建 城 时 摒
弃 了 当 时
流 行 的 土
城,改用砖
石 修 砌 城
墙,并冶铁
固 基 。 道
光 时 期 府

志记载:“州守孔宗翰
因 贡 水 直 趋 东 北 隅 ,
城 屡 冲 决 , 甃 石 当 其
啮,冶铁锢基,上峙八

境台。”可知其法为: 
用石甃砌基址,再用熔
化的铁水浇在石缝间,
使之凝固后,成为坚固
的整体。

筑造符合力学原
理的“浮城”、用铁
水浇筑砖石城墙，这
在古城防洪史上是个
创举。赣州人还有防
患于未然的意识，历
代以来不断加高加固
城墙,戒备洪水。明朝
初年,城墙只有二丈四
尺高,到明末增至三丈
三尺。

除了赣州，我国
尚有寿州、文安、潮
州、荆州、台州等十
多座古城至今仍起防
洪作用，其建筑思路
对今人很有启发。

江西赣州因宋朝排水系统无一车泡水
          本次洪灾,令人深思!   下

水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