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陕西勉县 出土的汉代塘厚
、

波池
、

水田模型

陕西省勉县文物管理所 郭清华

一九七八年
,

陕西勉县为配合农田基本建设
,

先后在老道寺公社的五星大队清理
、

发掘

了四座东汉墓
,

(编号为 78 B
.

D
.

W
.

M I一 M 4)
。

其 中
,

M l一M 3 资料整理待发
,

M 4 已经

发表①
。

这四座墓
,

共出土文物二百余件
。

在这些文物中
,

有七件陶水田
、

塘库
、

破池模型

和三件持插农俑
。

它们不但是墓主生前财产和仆人耕作的象征
,

而且又是反映本地区当时农

田水利建设的珍品
。

现就这几件文物分述如下
:

(一 ) 陶水田模型
:

两件
,

分二式
:

1 式
:

长方形水田模型
。

M l 出土
,

库号 6 7 1
。

泥质红陶
,

直壁
,

平底
。

通长 39
、

宽 2 2 、

深 2
、

高 3
.

5厘米
。

中间有一条田埂将水田分为左右两块
。

田埂长 20
、

宽 1
.

5厘米
。

正中田埂

的一边埂下
,

开有一直径为一厘米的放水孔
。

,

左边田埂的正中
,

也开有一个直径一厘米的放

水孔
。

左
、

右两块的田面上
,

均刻划不规则的横向阴线 ( 图一 )
。

2 式
:

正方形冬水田模型
。

M 4出土
,

库号 8 0 1
。

绿色铅釉
、

红陶
、

直壁
、

平 底
。

边 长

31
.

3
、

通高 5
、

壁厚 1
.

5厘米
。

田内有五条不规则形田埂
,

将田面分为大
、

小不等的六 个 小

块
。

其中
:

左上边田块里
,

泥塑有青蛙一只
,

鳝鱼一条
,

螺蜘一个
,

草鱼一条
;
左下田里

,

有螺蜘一个
,

青蛙一只
; 右上田内有鳖一只 ; 右中和中下田内

,

各有娜鱼一条
,

右下空无一

物
。

( 图二及封面左照 )

图一
,

勉县 出土 汉代陶水田 ( M l ) 图二
,

勉县出土汉代陶水 田 ( M 4 )

(二 ) 塘库农田模型
,

一件
。

M Z出土
,

库号 8 9 4
。

泥质红陶
,

长方形
,

直壁
,

平底
。

塘

库与田连为一体
,

塘左
,

田右
,

中有一塘坎相隔
。

通长 52
、

塘坎边长33
、

田 口宽 35
、

深 6
、

壁厚 1
.

2厘米
。

塘内塑有螺狮 2个
,

蛙 3 只
,

鳖 3 只
,

草鱼 3 条
,

螂鱼 3 条
。

塘田相间 的 正

中坎下
,

有一直径 2 厘米的放水孔
。

塘内放水孔的两侧
,

各有一个直径 1
.

6厘米的立式 闸 门

槽柱
,

为提升式平板闸门
,

可上下提动
,

以控制放水量
。
田面正中

,

有一条宽 3 厘 米 的 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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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
,

直对闸门水口
。

沟上为横田畦
,

下为竖田畦
。

田畦间距
,

2一 2
.

5厘米
,

比较正规
。

(图

三 )

(三 ) 陶破池
,

一件
。

M 4出土
,

库号 8 0 0
。

绿色铅釉
,

红陶
,

园形
,

直壁
,

平底
。

直径

36
、

通高 9
、

壁厚 1
.

5厘米
。

池内四角
,

有泥塑荷叶
、

莲苞和含苞待放的荷花
。

正中有 一 大

荷叶
,

叶上蹲一青蛙
,

似觅食而作欲跳水状
。

池内分布有
:

鲤鱼一条
,

螂鱼一条
,

鳃鱼一条
,

鳝鱼一条
,

龟一只
,

鳖一只
,

蛙四只
,

螺三个
,

菱角一个
。

池坎上有鸭子一只
,

蚂横一条
。

(图四及封面右照 )

图三
,

勉县 出土汉代水塘农 田模型 ( M Z ) 图 四
,

勉县 出土汉代陶欧池 ( M 4 )

(四 ) 方形塘库
,

三件
,

可分为二式
:

1式
:

正方形一件
,

M 3出土
,

库号 7 6 3。

灰陶
、

直壁
、

平底
。

边长 31
、

高 5 、

深 5 厘

米
,

壁厚 1 厘米
。

池内塑有螺 6 个
,

孽葬一个
,

莲苞一个
,

龟 2 只
,

蛙 3 只
。

池正中竖有一

大荷叶
,

叶上蹲着一只青蛙
。

一条水蛇沿莲杆盘旋而上
,

蛇头伸上荷叶
,

正好咬住了荷叶上

青蛙的右后爪
,

青蛙作挣扎哀鸣状
,

造形逼真
,

栩栩如生
。

(图五 )

2 式
:

长方形塘库
,

二件
。

M 3
、

M 4各一件
,

库号了6 0
、

8 0 2
。

红陶白衣
、

直壁
、

平底
。

其中
,

M 3塘库长33
、

宽 29
、

深5
.

5
、

壁厚 1 厘米
。

塘内别无它物
,

唯正中底部有一个直径一

厘米的圆孔
,

疑为放水孔
。

M 4塘长 32
、

宽 25
.

5
、

高 7
,

壁厚 1 厘米
。

池内白衣上残存 几 道

不规则的墨色笔迹
,

塘的一角塑有一只青蛙 (图六 )

图五
,

勉县出土汉代方形塘库模型 ( M 3 ) 图六
,

勉县 出土汉代方形塘库模型 ( M 4 )

(五 ) 持镭农俑
,

三件
,

M 4出土
,

分为二式
:

1式
: 二件

。

红陶
,

库号 8 3 2
、

8 3 3
。

通高 25
、

宽 7 厘米
。

头戴高蹼头圆 巾平顶帽
,

身穿

圆领窄袖长衣
,

前衣襟为燕尾状
,

足下为圆筒形
。

「

双手于胸前握一镭
,

左手低右手高
。

插通

高 13
、

把长 8
,

镭宽 2 厘米
。

( 图七 )

12 8



2 式
:

一件
,

灰陶
,

库号 8 3 1
。

通高21 厘米
。

细腰
,

腰宽 4 厘米
。

下为喇叭形
,

喇叭口长 7
、

低
。

镭高 9
、

把长 6 厘米
,

插尖距底 1
.

5厘米
。

图

七

头戴圆帽
,

后高前低
。

身穿圆领窄袖长衣
,

宽 5 厘米
。

双手于胸前握插
,

左手高
,

右手

(图八 )

图

/ \

勉县土汉出代持插俑八M4à勉县出土汉代持锰俑ǎM4è

上面所见塘库
、

破池
、

农田模型
,

显然是汉代水利设施和农业生产的缩影
,

而持镭农俑
,

分明是汉代劳动人民的再现
。

但是
,

这类文物并未在本省的其他地区发现过
,

唯汉中地区除

勉县外
,

在汉中市的东郊也曾出土过汉代的塘库
、

水田模型②
。

由此看来
,

这类文物的产生

具有地方性
,

而这类地方性文物的产生则应当是与其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
。

下面
,

就这类地方性文物产生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
,

以及应用情况
,

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

一
、

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

汉中地区
,

在陕西的南部
,

处于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之间
。

秦岭
、

巴山彼此平行
,

形成

了一个比较宽阔而又崎岖的山岳地带
。

从自然地貌来看
,

即有山谷
,

又有丘陵
,

也有富绕的

平原
。

山环水抱
,

气候温和
,

有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的天然资源
。

在历史上
,

有著名的褒斜

道
,

陈仑道
、

子午道
、

金牛道
、

连云栈等多条古道路
,

径通陕甘蜀楚
。

不但多用于军事
,

而

且也便于行旅通商
,

发展经济
。

由于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优越
,

所以
,

这里是我国古代两大

文明的发展区域之一
。

考古资料证明
:

早在十万年左右
,

这里已有人类活动⑧ ;
新石器时代

的文化遗存分布
,

就更为广泛④ ;
殷商时代

,

汉中是殷的属地
,

而且遗留有大批的青铜器⑥
。

到了秦汉时期
,

历史活动就更为频繁
:

高祖刘邦为汉王时
,

曾
“

王巴蜀汉中
,

都南郑
”

⑥
,

以此为根据地
, “

抚其民以致贤人
,

收用巴蜀
” ⑦

。

后来
`

举兵
,

东出陈仓
,

定三秦
”

⑧ 时
,

留萧何常居守汉中
, “

使给军食
’ ⑨ ;

东汉末年
,

张鲁又在
“

财富土沃
,

四面固险
”

的汉中

自立为汉中王
,

以祖传
“

五斗米教
”

教化百姓
, “

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

L ;
三国时期

,

蜀汉

巫相诸葛亮曾
“

出屯汉中
,

营污北
、

阳平
、

石马
”

@ 等地
,

于建兴五年 (公元 2 2 7 ) 至 十 二

年 (公元 2 3 4 ) 在汉中地区的勉县
“

教兵演武
” 、 “

休士劝农
” 。

后六次
“

出军至祁山
,

始

以木牛运 (粮 )
,

后出斜谷则以流马运
”

(粮 )L
。

从上述史实来看
,

汉中地区在汉代是政治
、

军事活动的要地
, `

而开展政治
、

军事活动
,

必然 以物资为基础
。

因此
,

一

发展农业生产
,

就成

了一切政治
、

军事活动的保证
。

要发展农业生产
,

就必须因地制宜的搞好水利设施和有关发

展生产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

因此
,

从西汉至三国
,

都十分重视兴修水利
,

发展农业生产
。

直

到现在
,

汉中地区仍保留有不少汉代修筑的堰渠
、

塘池
。

如
:

汉中市褒河区石门下 游
,

有
“

世传萧何所作
”

L 的
“

山河堰
。

三国时
,

诸葛亮曾
“

踵迹增筑
”

⑧ ;
南郑县殷家营公社殷

,

1 29
·



家营村
,

有
“

汉萧何所筑
”

L 的
“

流珠堰
” ;

在汉中市金宅公社和铺镇公社
,

分布有
“

始于

汉初
,

创 自挪侯
”
L 的

“

王道池
” 、 “

小王道池
” 、 “

顺池
” 、 “

草池
” 、 “

月池
” 、 “

南江

池
”

六大名池
。

这正说明
,

政治
、

军事活动
,

在当时促进了农业生产
。

而发展双业水利建设

的目的
,

在当时又主要为政治
、

军事活动的开展服务
。

这些堰朵
、

塘池
,

应是当时汉中地区

发展农田水利建设的真实记载
,

出土的塘库
、

水田模型等文物
,

则又是有力的佐证
。

二
、

应用情况

汉中地区的农田水利设施
,

是依其地势而发展的
,

直到现在
,

仍然保持着这种特征
。

1
.

水田
:

分两季田与冬水田
。

两季田
,

即在平川地带的田块
。

一年种稻
、

麦两季
,

总产

值较高
。

两季田又分螃田和槽田两种
。

螃田
,

指在平川地势较高地带或房前屋后的田块
。

槽

田
,

指在地势较低
,

多处在平川低洼地带的田块
。

两季田土沃水足
,

比较正规
。

田与田 之埂

上多开放水口
,

惯于串灌
,

如图一之模型
。

冬水田
,

当地又叫一季田
,

多分布在浅山丘陵地

带
。

这种田块
,

多以地形而就
,

故不规整
。

因靠雨季或化雪贮水
,

一年只收一季稻
,

故曰一

季田
。

一季田中
,

若在山坡顶上
,

靠天下雨才能种稻的又叫
“

雷公田
” 。

一季田 的 单 产 较

高
,

亩产稻达八百斤以上
,

螃田或槽田一般亩产稻六百斤左右
。

由于冬水田的贮水沤田时间

较长
,

故在当时多利用其养殖鱼类
,

如图二
。

2
.

塘库
:

塘
,

是丘陵地带的小型蓄水设施
,

多靠雨季或导引泉水等贮水
,

早灌涝蓄
,

有

一定实效
。

由于这种蓄水塘多为群众自行修筑
,

分布面广
,

但灌溉面积小
。

所以
,

塘内除蓄

水备灌外
,

又多习惯地养殖鱼类和种植莲藕等水生植物
,

以满足生活之需要
。

如图五
。

库
,

是较大的蓄水设施
。

一般都筑在河流出峡谷与平川相邻处
,

河 口较窄
,

地势较高 而 对 峙 如

门
。

所以
,

即易于筑坝
,
`

也较为坚固
,

蓄水量大
,

利于灌溉
。

这种水库
,

有较高的堤坝
,

坝

上装有闸门等排水设备
。

坝下
,

有排水渠道
,

渠旁即有农田
,

使水田
“

选地欲近上流
”

O
。

如图三
。

在汉中市东郊东汉墓中所出的库田模型
,

与勉县M Z所 出模型相似
,

但汉中模型的

水田里
,

出土时还有一行行秧苗模型
,

排列整齐
,

说明当时农民种稻已注意到了秧苗行距的

规律
。

3
.

阪池
:

当地群众称它为
“

天落堰
” 。

按 《说文
·

通讯定声》 释名
: “

山旁 日 破
”

“

阪
,

泽障也
” 。

其意是指古代人们在靠近山坡倾斜的地方
,

筑堤蓄水
,

浇灌农田
。

这种蓄

水池
,

依其地势
,

多近圆形
。

范围不大
,

蓄水量小
,

但在古代还较为普遍
。

如汉中市的汉代

六大名池
,

至今仍被利用
。

从 M 4 出土的破池来看
,

当时还多被利用种植水生植物和繁养鱼

类
。

三
、

结语

农业生产
,

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
。

水利建设
,

则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命脉
。

汉中地区
,

历史悠久
,

活动频繁
,

因而自古至今重视农业生产
。

特别是
,

本区地处浅山丘陵
,

雨 水 较

多
,

故在征服和改造 自然的基础上
,

广泛利用水利资源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
。

据考古

调查统计
,

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渠七十多处
,

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
,

一直延

用至今
。

同时
, ` a

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 开 发 利 用水源的经验基础上
,

又不断地增修了大批

塘
、

库
、

破池蓄水设施
。

仅勉县
,

就增修能蓄十万立方水的库三十七个
,

塘与破池达三百多

个
,

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
。

从出土的塘库
、

水田模型与今比较
,

足以说明本地区自两千

多年来
,

在广泛开发利用水利资源
,

发展农业生产方面
,

就一直因地制宜
,

小型为主的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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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渠
、

塘库
,

逐步将丘凌地带改变为良田
。

使主产粮食以稻麦为主
,

稻子最盛
,

兼种适应本

地区的各种豆类
、

蔬菜
,

养殖鱼类和栽种水生植物
,

生活物资比较丰富
。

正因为这样
,

汉中

地区才一直被誉为
“

鱼米之乡
”

的
“

小江南
” 。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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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省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古代农业

科技成就展览》到江苏省巡回展出

(本刊讯 ) 由江西省博物馆和江西省科协举办的 《 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成就展览 》

自一九八 O年赴京展出后
,

于去年春天在江西省宜春地区巡回展出
。

去年十一月 至 今 年 五

月
,

又应邀在南京
、

扬州
、

金坛
、

无锡等地巡回展出
。

展 出所到之地
, ’

得到当地党政部门有

关领导的重视
,

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

江苏电视台
、

江苏人 民广播电台
、

《新华日报》
、

《南

京日报》 等新闻单位都进行报导
,

江苏省农学会
、

江苏省新闻学会以及扬州
、

金坛
、

无锡等地

的农学会和江苏农学院都相继举行学术报告会
,

邀请江西省博馆农史研究人员 向广大干部群

众介绍我国古代农业的伟大成就
,

取得 良好效果
。

该展览已得到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批准
,

下半年起将到全国各地巡回展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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