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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工程从20世纪50年代正式提上国家

的议事日程，到90年代开工建设，经过了40多年

的准备。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一直与长江

治理、开发打交道，从1949年开始，先后担任长

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秘书，长江流域规划

办公室汉江规划设计室主任、施工设计处处长、

副总工程师、副主任、主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

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也是三峡工程决策和

争论的参与者、见证者之一。下面，我将有关三

峡工程决策和争论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与读者分

享。

中苏专家的合作与分歧

长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是中国的母

亲河。它虽给中国人民以舟楫、灌溉之利，但

其水患灾害严重，一直没有得到治理；丰富的水

利资源，一直未能得到开发。近代以来，许多仁

人志士提出过开发三峡的设想。1919年，孙中山

在《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中提出要在三峡河段

“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资

其水力”，1924又在“民生主义”演讲中提到在

三峡可以装3000万匹马力的发电机。孙中山的设

想，引发了几代中国人治理、开发长江的渴望。

1944年，美国人萨凡奇受国民政府邀请，考察三

峡，并在美国丹佛尔垦务局进行过三峡工程的设

计研究，建议兴建三峡工程。当时，中国正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三峡工程

根本不可能兴建。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把长江洪水控制

和汉江治理问题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1953

年2月19日到22日，毛泽东主席离开武汉，乘坐

海军“长江号”军舰顺流而下，在九江换乘“洛

阳号”军舰，到达南京，视察长江。当时，我随

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陪毛泽东从武汉到南

京。在船上，毛泽东听取了林一山关于长江问题

的汇报，着重研究了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毛泽

东听完汇报说，“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这么多的

支流水库，还是不能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的主要

问题，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修一个大水库，卡住

长江上游洪水呢？”毛泽东要林一山回去抓紧研

究，有了成果向他报告，但对外不要讲。随后，

长江上游工程局按照林一山的布置，于1954年4

月，组织人员对长江三峡进行勘察，选取坝址。

经过一段时间的勘察，提出黄陵庙、三斗坪、茅

坪等坝址更为有利，值得研究。

1954年夏，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少遇大洪水

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于当年12月在京广

线的专列上，用了一整夜时间，专门听取林一山

关于长江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情况的汇报，

长江三峡工程的决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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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决心正式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研

究工作。毛泽东还要周恩来回北京后给苏联部

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发电报，希望苏联派专家来

华帮助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研究工

作。

从1955年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

有关部门和各方面人士通力合作，全面开展长江

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勘测、科研、设计工作。以

原来长委会为基础，由国务院有关部委派人参

加，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1955年6月，以

马林诺夫斯基为代组长的苏联专家组陆续来到武

汉，不久专家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正式抵达，

中苏合作全面展开长江流域的规划工作。

1955年10月到1956年6月，中苏专家对长江

干流及主要支流进行了广泛查勘。长委会调集了

18支勘测队在长江干流和嘉陵江、汉江、乌江、

金沙江等进行地质勘测。苏联航空测量队出动

10余架飞机，分南北两线航测了长江流域主要

地区。特别是1955年10月至12月，水利部党组书

记、副部长李葆华和长委会主任林一山带领长办

一些主要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对长江上游干支流

进行综合查勘。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

基，成员马林诺夫斯基、阿卡林、司太尔马哈、

斯坦盖也夫、叶戈罗夫、德钦斯基、马祖尔、鲁

达可夫、沃龙金等10余人参加。就是在这次查勘

中，中苏专家发生了重大意见分歧。

苏联专家由于对长江防洪形势的紧迫性、

严重性认识不足，对水电开发考虑较多，主张把

重庆上游40公里的猫儿峡枢纽和上游干支流几个

枢纽建起来解决近期需要，认为三峡工程规模太

大、投资过多，不大现实。中方专家则认为长江

防洪问题紧迫，是治理长江的首要任务；猫儿峡

等工程淹没良田太多，不能作为治江重点；倾向

于以三峡枢纽作为治江战略重点。

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重视。

1955年12月30日，他在北京专门开会，还邀请了

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竺可桢与会。

在听取林一山和

德米特里也夫斯

基对治江战略的

不同意见后，周

恩来明确指出：

长江中下游防

洪，紧迫重要，

三峡暴雨区形成

的那种大洪水，

是上游其他枢纽

无法控制的，三

峡水利枢纽扼中

游来水的咽喉，

地理位置十分有

利，又有巨大库

容，“对上可以

调蓄，对下可以

补偿”，不但对

长江防洪有显著

作用，综合效益1953年2月，毛泽东在“长江号”军舰上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问题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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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猫儿峡等工程所能代替的；三峡工程应是

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工程。

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听后，赞同长江防洪是全

局性的大问题，同意进行三峡工程研究。此后，

苏联专家与中方专家相互配合，在编制长江流域

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等方面，在勘测、规划、设

计、科研等领域，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苏联专

家的帮助下，长办的各个专业逐渐健全起来，队

伍逐步扩大。

1956年的国内争论

1956年上半年，经过几年的努力，长江水利

委员会和不久前组成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即

将提出以三峡工程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

告时，长办主任林一山总结当时的工作成果，在

《中国水利》杂志第5、6期上发表了题为《关于

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的文章，全文长

2万多字。文章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三峡工

程在长江流域治理开发中的枢纽作用和地位，提

出“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

三峡是建设大坝的最好地点；二是在进行长江流

域规划的同时，要对三峡工程的设计展开深入研

究，其中谈到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最高为

235米）以及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的问

题。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提出进

行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研究问题，主要

是从长江中下游防洪方面考虑的，并决定由长委

会、长办负责此事。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萨凡奇

计划及中美合作三峡工程设计的中方团组，除扬

子江水利委员会外，主要是资源委员会的全国水

力发电总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当中央提出三

峡问题时，国内负责水电的部门认为此事应由他

们负责，当要他们参加时，就有了一些看法。

1956年9月，国内负责水电的同志，针对林

一山的文章，组织了一批文章，在《水力发电》

杂志第9期上出了专刊。这些文章认为：用三峡

工程防洪是不必要、不经济的；荆江地区防洪

形势非常严峻，如发大洪水，会导致淹死几十万

人的毁灭性灾难的说法，是夸大其辞、耸人听闻

的；在全国用电量比较小的情况下，三峡所发的

电根本用不了，会造成资源和投资的浪费；三峡

工程所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不但国内解决不

了，就连世界上也解决不了；提出用沅水五强溪

工程替代丹江口工程。这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

场历时两年的争论。

1958年1月，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

泽东要求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将国内

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接到南宁，进行汇报。我于

1955年起先后被任命为长办规划和汉江规划设计

室主任，负责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

程的设计工作；1956年长办工作重心由规划转向

设计时，又担任枢纽室副主任，没有参加南宁会

议。毛泽东在肯定修建三峡工程必要性的同时，

充分吸取不同意见的合理部分，提出“积极准

备，充分可靠”的三峡建设方针，并要求周总理

亲自抓，一年抓四次。

1958年2月底3月初，周恩来率100多位党政

要员和专家，实地勘察三峡工程的预选坝址——

南津关和三斗坪，我也陪同前往，并汇报了汉江

流域规划和丹江口设计情况。汇报结束后，周恩

来一个个征求专家的意见，大家都说没有意见。

周恩来说，没有意见就这么定下来，批准丹江口

工程，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1959年开工或者做

开工准备。在随后讨论三峡工程问题时，原来对

三峡工程上马有意见的同志并没有坚持反对建三

峡工程，并讲三峡工程有很大的防洪、发电、航

运的综合效益，只是把分歧说成是三峡工程的坝

高定得高，建设时间上也有些不同看法。船到重

庆后，周恩来在总结会议上讲，这次会议是按照

中央精神，积极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一次会议。

经过两年多的争论，现在大家的意见基本取得了

一致，由此看来，争论还是有好处的，不争论哪

里有这么多材料来说明问题？

1958年3月，根据周恩来考察的结果和专家

讨论的意见，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

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从国

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

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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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

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

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

间约需十五年到二十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

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同

时，决定撤销长江水利委员会。这次会议实际上

对两年多来的争论作了结论。

这里，我还讲一个小插曲。1958年10月，我

随水电部代表团到苏联参观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

流。我们是10月21日凌晨乘苏联图-104飞机动身

的。曾经预订过前一班的机票，因客满而推迟。

不料那一班飞机在西伯利亚发生了空难事故，以

郑振铎为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全体遇难。我们

到后，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对三峡水利枢纽很

关注，驻苏使馆便组织留学生听我们作报告。率

团负责水电的一位领导在讲国内“大跃进”的一

些问题外，也讲了三峡工程，谈到对三峡工程的

不同观点。随后我也作了一场报告，主要是围绕

中央文件所说“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

能修建”讲的。这两个报告实际上展开了一场争

论。

坝址、人防和泥沙研究

1958年3月，成都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乘坐

“江峡号”轮由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址。

过三峡时，他对船长讲了一段关于建设三峡工程

重要性的话。4月，他在武汉会见一个外国代表

团时说，“我们准备在三峡筑一个水库。准备工

作需要5—7年，连筑成就要15—20年。”“这将

是我们的第一个大水坝”。8月，周恩来主持召

开北戴河长江流域规划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加快

三峡设计及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要求在1958年

底完成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并作出“为1961

年开工作好准备”的要求。

1958年4月，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根据周

总理开展三峡科研大协作的指示，成立三峡科研

领导小组，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为组长，科委与

水电部各一负责人为副组长。6月，国家科委、

中科院召开首次科研会议，对三峡工程开展全国

科技大协作，到会的有82个单位、268人，同时

还有13位苏联专家与会。根据这次会议制订的计

划，全国共200多个单位、近万名科技人员参加

三峡工程的科研协作。

1958年成都会议后，长办根据成都会议精神

和周总理的指示，全面部署勘测设计等工作。在

勘测方面，长办专家和苏联专家一起，做了大量

的地形、地质比选工作。在规划设计方面，成立

了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我被任命为组长，全

力抓好设计工作。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每周召

开一次会议，安排、布置、检查工作成果，1958

年末提出三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报告，1959年拿

出初步设计报告的初稿。

这一时期，三峡科研、勘测、设计工作的一

个重要成果是对坝址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1955

年以后，我们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坝区即南津关和

美人沱进行了勘探研究。经过比较，1958年选定

了美人沱坝区，随后在该坝区进行了坝段比较。

1959年，选定了三斗坪坝区。当年5月，我们邀请

66个单位188名代表讨论初设要点报告，与会代表

一致认为三斗坪坝区具有不可争辩的优越性；枢

纽建筑物可按正常蓄水位200米设计。以后，又

在该坝段比较了三条坝线，1960年经过比较，选

择了上坝线，即现在通过中堡岛的坝线。

1959年，毛泽东针对战争状态下三峡工程怎

么办的问题，在三峡建设方针“积极准备，充分

可靠”之后加上“有利有弊”四个字。1960年，

中央考虑到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和国际形势，决

定放缓三峡工程建设的进程。当年8月，周恩来

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主持召开长江规划会议，调整

三峡工作部署，并指示“雄心不变，加强科研，

加强人防”。同时，由于黄河三门峡水库发生严

重淤积问题，又提出水库的寿命问题。20世纪60

年代，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加

强了人防和泥沙的研究工作。

1959年12月，周恩来在毛泽东提出“有利有

弊”的指示后，指示成立了三峡防空炸科研领导

小组，张爱萍负责，张劲夫、钱学森、钱正英、

林一山参加，并成立了以军事部门为主，有长

办、中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参加的三峡工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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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站。长办作为三峡工程的设计单位，对三峡坝

址也进行了防护研究。从1961年起，从宽河谷段

的三斗坪坝址研究转向窄河谷段的石牌、太平溪

两处坝址防护的研究。1963年起又重点研究了太

平溪坝址的防护工作。这一时期，我还与洪庆余

到哈军工联系用化学爆炸作模拟试验事宜，在北

京东花园、官厅水库进行了试验。以后，还在新

疆核实验基地作了核爆模拟试验。

1959年，鉴于三门峡水库淤积引起的社会严

重关注，长办开始将水库调度与泥沙淤积作为重

大科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于60年代初由武汉

水院与长科院建造了三峡水库，开展库尾推移质

5年至10年系列淤积对重庆港区与航道影响的长

模型，初步查明推移质泥沙淤积规律，得出航道

深槽虽有变化但仍能保持一定航深满足正常通航

和航运发展要求的结论。此外，林一山亲率长办

人员深入华北、西北多沙河流，对一些水库保留

有效库容的经验进行实地考察，并针对三峡水量

丰沛的特点进行研究，得出可在多沙的汛期降低

库水位泄洪排沙，待汛后再蓄水至正常水位，使

三峡水库保留有效库容的调度原则。1965年，长

办提出成果报告，上报周总理和毛主席，并在黄

河三门峡试用了研究成果，取得了很好效果。 

这期间，中央特别是周恩来仍没有放弃三

峡工程。1962年至1963年，周恩来准备搞三峡工

程。林一山和我在北京呆了两个月，随时准备向

周总理报告，可能是他脚受伤了，休息了一段时

间，我们等了两个月也没有汇报成。1965年1月

17日，林一山去向周总理汇报长办的工作，要我

去汇报三峡工程的情况。当时正值春节前，林一

山汇报完，准备由我汇报，但因周总理又安排几

位副总理汇报工作，我就没有谈成。周总理最后

送我们出来，林一山让我向他讲一讲，总理说：

“唉，你不用跟我讲了，我知道。”因为1958年

是我向他汇报丹江口工程，他记得很清楚。当时

他已经有个想法，丹江口工程完了以后接着就

干三峡工程。没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

发，把兴建三峡工程耽误了。

葛洲坝工程上马及三峡坝址的选定

1969年10月，毛泽东视察湖北时，湖北省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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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幕后

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提出要修建三峡大坝，毛

泽东泼了“冷水”，向张体学提出“头顶两百亿

立方水，你怕不怕”，指出在目前备战时期，不

宜作此想。事后，张体学根据一些同志的意见，

提出先修葛洲坝工程。但按照长办过去研究的建

设程序，葛洲坝工程属三峡工程的一部分，是三

峡工程的反调节工程，应在三峡工程建成之后兴

建，或与三峡工程同时修建。

1970年3月，周恩来通知湖北省军管会，要

林一山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预备会议，

研究“四五”计划纲要。会议是在北京饭店礼堂

开的，我跟林一山一起去的。周总理在会上问：

“林一山来了没有？”林一山答：“来了。”周

恩来说：“兴建长江三峡工程是伟大领袖毛主

席的伟大理想，我们一定要在他健在的时候把这

件事定下来，不把这件事办好，对不起党，对不

起人民。”当时，周恩来计划把三峡工程写进

“四五”计划纲要中。这个文件我亲眼看到了，

就是在北京饭店开会时周恩来的秘书、国家计委

副主任顾明给我看的。

4月30日，水电部在向周恩来汇报全国电力

工作时，谈到葛洲坝工程问题。周恩来表示要比

较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先上哪个好。武汉军区

也对葛洲坝工程非常积极，司令员曾思玉从朝鲜

访问回来后，一直住在北京，希望能把建设丹江

口的队伍转移到葛洲坝。周恩来把林一山找来，

综合各方意见，反复权衡，最终认为先上葛洲

坝，可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

9月，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中央

和国务院报送《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

纽工程的请示报告》。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国

务院业务会，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情况汇报。24

日，周恩来将武汉军区、湖北省的报告及《中共

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

批复》送审稿，并附上林一山的反对意见，呈送

毛主席。批复送审稿提出在“四五”计划期间兴

建葛洲坝工程是可行的；“至于三峡大坝，需视

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

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

建。”

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77岁寿辰的这

天，写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毛泽东批准的第

四天，葛洲坝工程就在尚未做完设计的情况下，

大规模开工了。由于准备不足，工作越来越被

动，施工质量发生了严重事故。1972年11月，周

恩来抱病两次召集会议，研究葛洲坝工程问题，

并责成林一山等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重

新讨论葛洲坝应该上还是下。经过充分讨论，决

定葛洲坝工程停工两年，修改设计。当时长办确

定由我负责葛洲坝工程的设计修改工作。1974年

9月，在国家建委主任谷牧主持下，审查了设计

方案，葛洲坝工程于当年复工。复工以后，我就

长期住在工地参与建设。1975年葛洲坝工程基本

走上正轨，1981年初实现截流，1981年中通航发

电。

1974年葛洲坝工程复工后，三峡工程建设问

题又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按照计划，葛洲坝工程

竣工后接着就搞三峡大坝。为此，70年代中期，

长办开始着手编制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

于60年代研究人防问题时，三峡坝址变来变去，

这时首先要确定好三峡坝址问题。1978年2月，水

电部在现场召开了“坝址选择准备会议”。1979

年4月，国务院召开会议，听取有关三峡工作汇

报，决定由林一山主持召开选坝会议。

1979年5月，三峡选坝会议在武汉洪山宾馆

召开。55个单位200多名代表参加。代表首先考察

了太平溪、三斗坪两个坝址和荆江大堤险段，随

后进行讨论。讨论中，代表对这两个坝址的优缺

点各持不同意见，未达成一致。同时，部分代表

还提出三峡工程不宜近期建设的意见，“主上”

与“反上”双方也吵得不亦乐乎。1979年9月，根

据国务院指示，水利部主持召开选坝汇报会，40

多名专家与会，仍未取得完全一致意见。会后，

水利部向国务院写了报告，除反映各方意见外，

推荐以三斗坪开展初步设计。争论多年的坝址问

题终于确定下来。（待续）

（责任编辑  刘荣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