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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词 （指为官表）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林则徐历官三十多年的

职官表，林则徐从1820年开始任地方官，他第一次担任的是"

江南道监察御史"，此后1832年7月任江苏巡抚，这是林则徐

为官最长的省份，前后长达14年之久。1842年林则徐被发配

新疆，在新疆整整呆了三年，之后朝廷又重新启用了他，担

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最后一任是云贵总督。1849年，因

病回到福州。1850年，奉旨赴广西途中，于11月22日病逝广

东省潮州普宁县，终年66岁。林则徐一生中曾经两次任钦差

大臣，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指图）林则徐一生从政，

在治水方面政绩尤为突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幅图就是林

则徐在江苏新修水利示意图：林则徐任江苏巡抚长达五年之

久，他以卓越的才能和强烈的责任感，防灾、抗灾、赈灾，

兴修水利。1832年，太湖流域的刘河和白茆河由于常年失修

，引起灾害，林则徐到任后想方设法，解决了困扰近10年的

治水经费问题，不到3个月全部完工。1835年7月，苏松一带

大雨倾盆，由于河道畅通，原来每年都被淹的河段，现在安

然无恙。在林则徐的带领下，江南各州县很快掀起兴修水利

的热潮，大大改善了当地的水利条件和抗灾能力。 林则徐一

生，始终关注水利的兴修。从江南海塘、黄河、运河、到长

江流域等等，到处都留下了他治水的业绩。治水成了他一生

的主要业绩之一，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林则徐治理的几处

河道遗址 ：有浏河大闸、 荆江大堤、河南祥符黄河、高家堰



、淮河（指各图）。 林则徐兴修水利的足迹遍布南滨北疆。

这就是他在新疆改造的“林公渠”和“坎儿井”。在吐鲁番,

他发现一种被当地人称为“卡井”(坎儿井)的水利设施,看到

水在土中穿穴而流,惊叹不已。询问当地群众,才知道这是一种

因地制宜、可长期采用、效果良好的地下水利工程。他很快

就把这一灌溉方法加以改进，并推广到新疆各地。他还自己

出资，承修龙口水渠，新疆百姓就把“坎儿井”称为“林公

井”。把水渠称为“林公渠”,以表示对林则徐造福边陲的深

切怀念和感激。 （指图）西湖是福州的游览胜地之一，也是

一个水利设施。当年林则徐常到西湖读书，这是林则徐曾经

的读书处“西湖桂斋”。（指图） （指漆画）1828年,林则徐

父亲去世, 回到福州守孝，看到西湖因长年失修,湖面缩小，

林则徐提出重浚西湖的倡议,第二年9月完工。完工后，林则

徐又组织了人力，物力栽种了千株梅树，精制两艘游艇供人

游玩。在林则徐的一生中，修西湖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但

是林则徐责无旁贷地修了西湖，并提供游览环境，也足见他

的感情世界五彩斑斓，雅兴盎然。 （指漆画）林则徐爱民治

水的情结实在令人钦敬。早在1824年林则徐任江苏布政使时

，母亲病故，林则徐回到福州为母亲守孝。按照封建礼制，

在家乡丁忧要三年。当时江南10多个州县被水淹，道光帝特

下旨，派林则徐赶到那里督工。但是林则徐为了千万灾民的

安危，身着素服，不加顶戴，终日奔走在泥泞的工地上，真

正做到了忠孝两全。 （指漆画）1837年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

上，当地又出现灾情，林则徐感到形势严重，采取很多防御

和抢救措施。 （指漆画）林则徐曾两度治理黄河，功绩显著

。第一次是1831年10月，林则徐升为东河河道总督，专心学



习研究河务工程，注重实地考察，在冰天雪地中亲自勘查。

第二次参与黄河治理，情况和第一次大为不同，他是以“戴

罪”之身来到黄河，将功赎罪的。那是在1841年4月，林则徐

革职遣戍新疆伊犁。当时黄河决口，周边州、县直接受灾。

道光帝令林则徐折回开封灾区“效力赎罪”。朝廷并派大学

士王鼎，前往开封主持堵口工程，王鼎十分器重林则徐，希

望林则徐能够戴罪立功，以免予发配新疆。林则徐起早贪黑

，全力以赴，到年底就完成了堵口工程，但道光帝还是下旨

“林则徐仍往伊利”， 王鼎含泪和林则徐告别，林则徐青衣

小帽，踏上了遣戍伊犁的漫漫征途。王鼎回到府内，悲愤交

加，自缢身亡，终以“尸谏”朝廷，希望皇帝有所悔悟。林

则徐两度治理黄河，不管个人处境如何不同，他都抱定“苟

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一信念，知难而进，毫

不退避，也理所当然地被后人瞻仰。 在治水利民的同时，他

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赈灾。首先，提出救灾和恢复农业生产办

法；其次，主张富人和官吏捐财、捐粮食，捐物资；同时还

扩建了苏州育婴堂。 （指图）这是用于赈济灾荒的粮仓江苏

丰备义仓遗址。林则徐为了促进农业发展，提倡种植双季稻

提高农作物产量。他任江苏巡抚时，还提倡各地充实粮食储

备，作为有备无患的长计。他把衙门后的房间改造成"丰备义

仓"，储备了粮食八千多担，这是一座具有规模的储存粮食的

仓库。 （指图）林则徐在江苏抗灾后，全力组织救灾，为了

使灾民及时得到粮食，还亲自到现场，指挥发放灾粮，避免

贪官污吏从中克扣粮食，中饱私囊。 （指图）1833年的9月，

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当时江苏发生了特大的水灾，林则

徐忧心如焚，准备向道光皇帝奏报灾情，要求缓征赋税，赈



发灾粮，但是皇帝先发制人下了御旨，不准缓征赋税。按朝

廷规定不能以一个人的名义上书皇帝，而且过了9月份不准再

报秋灾。但是，眼看如果继续征税，百姓只有饿死，并且可

能引起民反。林则徐为了百姓的生存，也为了安定稳定，不

顾个人安危，冒着杀头的危险，连夜写下了3000字的奏折，

以一个人的名义上书皇帝要求缓征赋税。这就是有名的“单

衔上疏”。在这篇奏折里，他描绘了灾区的惨状，阐述了民

为邦本的思想观念，之后道光皇帝怕灾民造反，只好准奏。

林则徐这次单衔上疏在江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消息传开，

百姓争相传抄林公用血泪写成的这份奏折。它堪称中国近代

史上一篇不朽的爱民文献。 （指图）林则徐在抗灾救荒中，

不单单靠朝廷救济，还动员灾民开展生产自救，这就是林则

徐亲自带领灾民参加修筑河堤的画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