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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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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隋代大運河的開通 

- 以洛陽為中心，北起涿郡，南到餘杭，全長兩千多公里。 

- 文帝與煬帝下令開鑿溝通南北的運河，史稱大運河。 

 
1.1 廣通渠 

- 文帝為方便南巡，及關中漕運，開鑿了廣通渠。 

- 公元 584 年(開皇四年)開鑿。 

- 自首都大興引渭水，至潼關注入黃河。 

 
1.2 山陽瀆 

- 公元 605 年(大業元年)煬帝，下令開通山陽瀆。 

- 山陽瀆又稱邗溝，由淮水的山陽起，至江都，西南連接長江。 

 
1.3 通濟渠 

- 與山陽瀆同年開鑿。 

- 通濟渠起於洛陽，溝通黃河和淮河。 

 
1.4 永濟渠 

- 公元 608 年(大業四年)，煬帝下令開鑿。 

- 永濟渠引沁水入黃河，北至涿郡。 

 
1.5 江南河 

- 公元 610 年(大業六年)，煬帝下令開鑿。 

- 江南河由京口到餘杭，北通長江，南接錢塘江。 

 



 



 

 

二、隋代大運河的作用 

- 水路運輸在載運量及速度都較陸路優勝，是歷代重要運輸交通。 

- 中國天然的江河，一般都是由西向東流的，因此南北往來不便。 

- 大運河溝通南北漕運，促進水路發展，成為各地重要補給線。 

- 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南北五大水系，促進南北經濟、文化交流。 

- 政府可加強對南北的控制，有助維持統治。 

- 大運河可將江南糧食物資便利運輸，解決隋唐時期關中是政治、軍事中心，引起的糧食緊絀問題。 

- 隋唐二朝均利用永濟渠作為遠征高麗之補給線。 

- 運河的作用充分發揮，促進了唐朝盛世的空前繁榮。 

- 兩宋時把首都定在開封與臨安，也都考慮到漕運便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