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勉县出土的三国文物

郭 清 华

近年来
,

勉县先后出土了一 批 三 国文

物
,

其中有反映当时农 田水利设施的陶制模

型
,

反映淡水养殖业和家畜家禽业的泥塑
。

有

货币
,

也有兵器
,

有蜀国的
,

也有魏国的
。

这些文物对研究 三国时期蜀
、

魏 的军 事 战

争
,

特别是对研究诸葛亮在汉中屯兵北伐期

间的耕战措施有重要价值
。

( 一 ) 从农田水利摸型等文物论请

蕊亮在汉中的军屯耕战措施

1 9 7 8年
,

笔者在勉县老道寺清理发掘了

一批古墓葬
,

其中四号墓属于三国蜀汉时期

的夫妻合葬墓
,

墓中共出土各 类 文 物 60 余

件① 。

除大部分为生活器皿外
,

其中的陶破

池
、

水塘
、

冬水田模型以及持插 农 俑 等 文

物
,

是直接反映当时农田水利设施和生产状

况的实物资料
。

陶破池
,

l 件
,

绿色铅 釉
,

红 陶
。

圆

形
,

直壁平底
。

直径 36
、

高队壁厚 1
。

5厘米
` .

池内塑有荷叶
、

莲苞和含苞待放的荷花
。

池

正中有一大荷叶
,

叶上蹲一只蜻蛙
,

似觅食

而作欲跳水状
。

池内塑有鲤鱼 1条
,

细鱼 1条
,

给鱼 1条
,

鳝鱼 1条
,

龟 1只
,

鳖 l 只
,

蛙 4只
,

螺蜘 3 个
,

菱角 l 个
。

池坎上有鸭子 1只
,,

蚂歧 1 条 ( 图一 )
。

陶水塘
,

1 件
,

长方形
,

红陶白衣
,

直

壁平底
。

长32
、

宽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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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塑有一只蜻蛙 ( 图二 )
。

水 田 模 型
,

l 件
。

正方形
,

绿色 铅釉
,

红陶
,

直壁平底
。

边长 31
。

3
、

高 5
、

壁厚 1
二

5

厘米
。

田内有 5条不规则形田埂
,

将田 面 分

为大小不等的 6 块
。

在这些田块中
,

塑有蜻

蛙 2 只
,

鳝鱼 1 条
,

螺娜 2 个
,

草鱼 l 条
,

鳖 1只
,

娜鱼 2条 ( 图三 )
。

持插农俑
,

2 件
。

红陶 2 件
,

灰陶l 件
,

是当时耕作农 田的形象
。

红陶镭俑高 2 5
、

宽

7 厘米
,

头戴高懊头圆巾平顶帽
,

身穿圆领

窄袖长衣
,

衣襟为燕尾状
,

足下为圆筒状
,

双手聆胸 前 握一 插
。

宽 2 厘米 ( 图 四 )
。

灰陶插俑
,

头戴圆帽
,

后高前低
,

身穿圆领

窄袖长衣
,

细腰
,

下为喇叭形
,

双手握插放

胸前
。

高21
、

腰宽 4
、

喇叭口长 7
、

宽 5 厘

米
。

镭高 9
、

把长 6厘米 ( 图五 )
。

上述文物
,
过去曾和 一至三号东汉墓所

出的同类文物② ,

就本地区汉代的农田水利

建设情况作过综合性研究⑧ 。

现在
,

纵观这

批三国蜀墓所出的农田水利文物资料
,

回顾

当年蜀汉在汉中的一系列活动
,

笔者认为
,

它们应与诸葛亮在汉中北伐期间的军屯耕战

措施
,

有着密切地联系
。

建兴五年至十二年 ( 公元 22 7一 23 4 )
,

诸葛亮为辅佐蜀汉
,

力图统一
,

达到
“
北定

中原
” , “

兴复汉室
,

还放 旧 都
” ④ 的 目

的
。

率诸军来到了汉中
, “
遂行屯龄河阳

, ⑥

( 今勉县 )
, “

营河北
、

阳 平
、

石 马
” ⑥

( 即今勉县的汉江北
,

老城 镇 至 旧 州铺一

带 )
。

建兴七年冬
,

诸葛亮又将行辕相府从

汉水之北迁到了
“
南山下原上

” ⑦ ( 即今汉

水之南的定军 山下武侯坪 )
。

八年的北伐战

争中
,

汉中始终是蜀汉具有战略意义的前线





基地
, ⑧而勉县则是诸葛亮北伐的行辕相府

一一前线指挥部和蜀军屯集的重地
。

诸葛亮兴师北伐
,

数十万军 队屯 集 汉

中
,

首先应考虑的是粮草猫重间题
。

就 当时

的历史条件而言
,

西蜀虽号为
“天府

” ,

有

丰富的物质资源
,

但距北伐前线千里之遥
。

因此
,

诸葛亮不得不就地取材
,

在汉中因地

制宜解决军需
。

汉中
,

是一个比较宽阔 的 盆 地
,

山 环

水 抱
,

气 候 温 和
,

粮食作物种类繁多
,

且

有
“ 山林竹木

,

蔬食果实之饶
” , ① 以及养殖

业与山珍之盛
,

素有
“ 鱼米之 乡

”
美名

。

到

建安十二年 ( 公元 2 15 )
,

刘备夺取汉中前
,

有雄厚的物质资源条件
,

而稻米尤其盛誉
。

但是
,

自蜀汉夺取汉中后
,

汉中的物资基础

与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
。

据史料记

载
,

汉中在汉代共有
“ 五万七千三百四十

”

户
,

男女口
“ 二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十

” L 。

但是
,

连年战争
,

人口流亡甚众
,

使汉中地

广人稀
。

特别是
,

曹魏从汉中败退时
, “

拔

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
” , @ 又将汉

中百姓迁
“
徙洛

、

邺者 八 万 余 口 ” ②
。

这

样以来
,

蜀汉在夺取汉中后
,

实际只是
“
得

地而不得民
” ⑥

。

在这种情况下
,

诸葛亮在

此屯军北伐
,

又必须就地取材解决数十万军

队的粮食供应
,

就不得不因地制宜采取军屯

耕战措施
, “

分兵屯用
,

为久驻之基
” ⑧

。

据查
,

蜀汉在设置各地的历任官吏中
,

太守
“
兼领督农

”
的只有汉中郡一处

,

其它各郡

无考
。

由此可见
,

在汉中实行兵屯耕战
,

是

诸葛亮解决北伐军需的主要来源与措施
。

诸葛亮在汉中实行军屯耕战
,

究竟采取

了哪些具体措施
,

出土文物为我们提供了实

物参考资料和新的研究领域
。

1
.

设置 “
督农

”
官吏

,

兴修水利
,

增筑

破池
、

塘库
。

汉中盆地
,

历来主产稻
、

麦
,

又以水稻

为主
,

所以挖塘修渠
,

筑坝开汇
,

增加通沟

恤
,

蓄破泽
,

用以备早的水利工程设施
,

这

是汉中盆地历来发展生产
、

争取粮食丰收的

根本保证
。

出土的陶阪池
,

就是陕南浅山丘

陵地区在靠近山坡斜的地方修筑的蓄水设施

的象征
。

按 《 说文
·

通讯定声 》 释名
: “ 山

旁 日破
” , “

破
,

泽障也
” 。

这 种 水 利 设

施
,

依其地势
,

多近圆形
。

其面积虽然不大
,

蓄水量小
,

但对丘陵地带的农田灌溉十分适

应
。

出土的陶水塘
,

是陕南平坦地带的另一

种小型蓄水设施
,

多方形而 规 整
,

分 布 面

广
,

对平川农 田灌溉较有实效
。

上述破
、

塘

模型
,

是蜀汉为发展农业生产在汉中兴修水

利的实物例证
,

而这一系列发展 生 产 的 措

施
,

又始于诸葛亮北伐期间
。

当年
,

诸葛亮率军到汉中后
,

就命吕又

为汉中太守
, “

兼领督农
,

供给军食
” L

。

后来
,

为加强北伐的军需供应
,

又令杨仪在

汉中
“
规划分部

,

筹建粮谷
” ⑥ ,

并对西汉

初年肖何在汉中所开创的
“ 山河堰

”
等水利

设施又
“
踵迹增筑

” ⑥
。

出上文物表明
,

诸

葛亮当年除整修延用 了前人所开创的水利设

施
,

还在汉中因地制宜地修筑了一系列适应

于农田灌溉的破池与蓄水塘
。

2
、

开拓农 田
,

实行军屯
。

汉中的水稻产区
,

主要在盆地平原及汉

江干
、

支流的沿岸
,

其稻田有两个类型
,

一

是盆地平原上的两季 田
,

一年产一稻一麦
,

比较正规
。

另一类是浅山丘陵地 带 的 冬 水

田
,

这类 田因受气候与特定环境的影响
,

一

年只种一季稻
,

所以又叫一季 田
。

冬水田多

因地势而就
,

属不规整
,

是丘陵地带的典型

稻田
。

出土的冬水田模型
,

正是这类典型 田

块的反映
。

从汉中的 自然条件来看
,

诸葛亮当年在

此
“
督农

” 和军屯的主要生产形式是种田
,

而
“
筹度粮谷

”
和

“
供给军食

”
的主要对象

又是稻谷
,

所 以
,

稻田的多寡优劣将是诸葛

亮生产军用粮草的重要条件
,

汉中盆地
,

虽



沿汉江东西长约 107 多华里
,

南北宽约 5至 30

华里
,

地势开闹
,

田原肥沃
,

但是
,

盆地平

原横跨 5个县
,

而诸葛亮当年所率的北 伐 军

大部分屯集在勉县一带
,

从战争的军要需要

出发
,

诸葛亮也只能把屯田的重心放在勉县

一带
,

不可能把军队化整为零
,

在汉中各县

去
“
分兵屯田

” 。

据史料记载
,

诸葛亮在汉

中也只
“
休士劝农于黄沙

” L
。

至于汉中太

守吕义的
“
兼领督农

” 和杨 仪 的
“
规 划 分

部
,

筹度粮谷
” ,

说明当地的官吏对农耕的

重视
,

而
“
休士劝农

”
则应指诸葛亮所率的

北伐军将士的军屯
。

据 《 诸葛亮集
·

遗迹篇 》 载
, “
黄沙屯

,

诸葛亮所开也
” 。

黄沙在今勉县东 25 里的汉江

北岸
,

南北两岸都有丘陵地带
,

也是
“
开

”

的

范畴
。

所 以
,

诸葛亮当年开
“
黄沙屯

” ,

无疑是

指因地制宜开丘陵地带的冬水 田
,

因靠近汉

水两岸的平川 田地当早已有之
,

不在
“
开

”

的

范围之内
。

另据 《 诸葛亮集
·

文集 》 载
,

北

伐期间
,

诸葛亮令赵云
、

邓芝为疑军时
,

赵

云曾 在
“
赤 崖 屯 田” 。

赤 崖
,

在 褒 斜 道

内
,

从 自然环境来看
,

所屯的田也只能是新

开拓的
,

很有可能是冬水 田形式
。

从考古资

料来看
,

在三国 以前两季 田模型曾在勉县L

汉中⑧ 出土过
,

但是
,

三国蜀汉的冬水 田模

型除在勉县发现的
,

其它各地墓葬文物中不

见有例
。

所以
,

推断冬水 田这种稻 田形式
,

是诸葛亮军屯时开创于汉中勉县一带
,

而沿

袭至令
。

3
、

军民合耕
。

出土的三件持插俑中
,

有两件红陶持插

俑
,

其衣著
、

造型与另一件灰陶持插俑明显有

异
。

灰陶俑的衣著和细腰及下部的喇叭形
,

是当地出土文物的常见者
,

应属 当地居民农

耕的象征
。

红陶俑的衣襟为燕尾状
,

其下部为

圆筒状
,

这些特征应与军士身着恺 甲有关
。

仅其数量而言
,

红二灰一
,

说明军士多于当

地居民
。

锰是汉代的主要农具
。

从诸葛亮当

年电军的数量和汉中一带地广人稀的情况分

析
,

这组俑很可能是当时蜀军与当地居民共

同耕作农田的缩影
。

建兴十二年
,

诸葛亮出

师五丈原时
,

令军队
“
杂于渭滨居民之间

”

种 田
,

百姓与驻军的关系密切勿
。

由此来看
,

诸葛亮在汉中除军屯外
,

还采取了军民合耕

的措施
。

4
、

发展淡水养殖业
。

汉中的河流众多
,

水域宽阔
,

据不完全

统计
,

全地区大小河流有 1 80 多条
,

流 域 面

积占全地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⑧ ,

所以
,

汉

中的淡水资源十分丰富
,

淡水养鱼和栽植水

生植物有着悠久的历史
。

特别是
,

汉中的塘

库
、

水池及稻 田星罗棋布
,

有养殖水生动物

与水生植物的优越条件
。

考古资料证明
,

我

国稻田养鱼最早始于东汉中期之前的汉中勉

县一带 国
,

而冬水田 的养鱼资料
,

也见于汉

中勉县的三国蜀墓 中
。

据 《 魏武四时食制 》 载
: “

郸县子鱼黄

鳞鱼尾
,

出稻田
,

可以为酱
。 ”

魏武
,

是指

三国魏武帝曹操
。

郸县
,

即今四川郸县
。

子

鱼
,

指小鱼
。

黄鳞赤尾的是指鲤鱼
。

是说四

川郸县的小鲤鱼出于稻田
,

可 以作酱
。

这是

迄今所见记载我国稻田养鱼的最早史料
,

所

以
,

我国的稻田养鱼也就多被认为始于三国

时期的四川郸县一带⑤
。

关于稻田养鱼始于何时何地
,

勉县的出

土文物不但作出了具体答复
,

而且对史料文

献有所突破
。

在蜀墓 中出土的冬水田中
,

不

但有蜻蛙
、

螺蜘
、

菱角等
,

还有鱼类 4 条
。

在陶陕池内
,

有荷花
、

荷叶
、

菱角等水生植

物
,

亦有鲤鱼
、

卿鱼等 6条
。

这些水生 植物

与水生动物
,

再现了蜀汉当时在汉中发展淡

水养殖业的景象
。

从诸葛亮 在 汉 中
“
休 士

劝农
” 、 “

分兵屯田
”
等一系列生产措施来

看
,

发挥汉中淡水养殖业的优越条件
,

在池

塘与稻 田中繁养鱼类和栽植莲藕 等 水 生 植

物
,

必然是诸葛亮不可放过的生产措施
。

而



冬水田中的养殖业
,

有可能始朴诸葛亮在汉

中的军屯生产
。

另外
,

在出土文物中还有陶鸡
、

陶猪
、

陶狗
、

盘角羊
,

破池坎上还有鸭子一只
,

这

些家畜家禽
,

反映了当时家庭养 殖业 的繁

盛
。

在当时
,

除满足本地人们的生活需要
,

也必然为诸葛亮的北伐军提供丰富多样的生

活资源
。

除上述措施外
,

诸葛亮还采取节俭备荒

来充实军资
。

他说
: “

丰年不奢
,

凶年不俭
: .

素有蓄积
,

以储其后
” ⑧ ,

足见当时节衣长￡

食
、

艰苦朴素是全军将士的普遍行动
。

为了

备荒集资
,

以利北伐
,

诸葛亮在汉中
“
置赤

崖库
,

以储军资
” ⑧ ,

又 “
使储军运米

,

集

放斜谷 口 ” ⑧
。

由于诸葛亮充分利用了汉中优厚的经济

条件
,

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

得力措施
,

使北伐的军需物资基本上就地解

决
。

诸葛亮死后
,

蜀军后撤
,

魏军还在蜀营

中
“
获其图书

、

粮谷甚众
” ⑥ ,

这正说明了

诸葛亮在汉中
“
休士劝农

”
实行军屯耕战后

的效果
。

( 二 ) 稀有的蜀币一一传形五株

在勉县 出土的蜀国的货币中
,

有一枚稀

有的
“
传形五株

”
币

。

五株币
,

自西汉武帝

元狩五年 ( 公元前 1 18 始铸以来
,

到唐 高 祖

武德四年 ( 公元 6 21 ) 废止
,

沿用了 7 39 年
,

是历史上流通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货币
。

当

初的五株币
,

钱重如其文
,

故篆书
“ 五袜”

’

二字
。

后来的五蛛币
,

历代铸造不一
,

品种

繁多
,

所 以钱的重量
、

形式
、

文字书体等
,

有较大变化
。

请如董卓的剪轮
、 “
五蛛

” 、

蜀
“
直百五株

” 、

北魏孝文帝的
“
太和五蛛

” 、

孝庄帝的
“
永安五蛛

” 、

北齐文宣帝的
“
常

平五蛛
”
等等

。

但是
,

无论是两 个 字 的 五

株
,

还是四个字的五侏
,

其
“ 五 株

”
二 字

“ 五 ”
在右

、 “
殊

”
在左的位置始终不变

,

唯

有蜀汉的
“
传形五蛛

” 五蛛二字排列相反
,

其
“
五

”
在左

, “
株

”
在右

,

而且
“
株

”
字

的
“
金

”
旁在右

,
.

“
朱

”
字在左

,

如反书一

样
。

据 《 三国志
.

蜀志
.

刘巴传 》 载
,

蜀汉

因军用不足
,

刘备甚忧
,

刘巴建议
“
但当铸

直百钱
,

平诸物贾
,

令吏为官市
” 。

刘备从其

言
, “

数月间
,

府库充 实欢
。

《 三 国 志 集

解 》 云
,

刘备在
“
建安十九年

”
( 公元 2 1 4 )

铸有
“
直百五株

” ,

又铸有
“
传 形五蛛

” ,

称
“
传 形 五 株

”
为

“
蜀 钱

” 。
《 三 国会

要
.

食货 》 说
,

传形五蛛
“
如 纸 背传模

,

其 文 反
,

五 在 左
、

株 在右
。

蛛字亦
`

朱
’

在左
, `

金
’

在右
” ,

并说 这 种铸 法
“
省

便
” , 反书其文

,

又有利
“ 以别为

”
其它

“

正书之五株
” ,

故日 传形
。

因此
, “

传形五

株
”
是历史上众多五株币中最特殊 的 一 种

货币
。

三国时期
,

兵戈不断
,

政局动乱
,

且时

间较短
,

所 以
,

货币的铸造和流 通 受 到 影

响
。

据记载
,

魏国自曹操为相罢除了董卓的

小钱后
,

仍沿用东汉五蛛钱
。

文帝黄初二年

( 公元 2 2 1 )
,

复铸了东汉
“
五 株钱

” , L

但因当时
“
谷贵

”
而暂罢

, “
百姓以谷帛为

市
”
进行货物交换

。

到魏明帝太和元年 ( 公

元 2 2 7 ) “
夏四月

” ,

又复
“
行五 株 钱

” ,

从此
, “ 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

。
① ”

吴国

孙权 曾在嘉永五年 ( 公元 2 3 6 ) 铸过
“
大 钱

一当五百
” ,

即 “
大泉五 百

” 。

赤 乌元 年

( 公元 2 38 ) 春
,

又铸过
“
当千大钱

” ⑧ ,

即
“
大泉当千

” 。

但是
,

这两种新币皆图
“ 民

意不以为便
”
而

“
但有空名

” ,

迫使孙权不

得不诏废除新钱而将其
“
铸以器物

” ⑧
。

由

此可见
,

魏
、

吴两国都未能 自改币制
,

唯有

蜀汉 自行铸钱
,

流通使用
。

由于蜀汉仅一州之地
,

人 口不多
,

故铸

钱量有限
,

流通时间仅 40 余年
,

流 传 后 世

的也就极少
。 “

直百五株
” 因有

“
直百

”
二

字
,

易被识为蜀币
,

而
“
传形五株

”
实属稀







平安县发现一枚汉代铜印

许 显 成

一九九一年十月九 日
,

青海省平安县文

物管理所在平安镇东村进行文物调查时
,

于

该村村民孙明禄家征集到一枚铜印
。

据本人

回忆
,

铜印于七十年代末在东村砖瓦厂内出

土
,

此处原为一处汉代墓葬群
,

曾出土汉代

陶器
、

铜器等文物
,

县文物管理所从部分群

众中征集到陶灶
、

陶酝
、

陶罐
、

陶盒
、

铜 印

等文物 10 多件
。

这枚铜印质地系红铜所铸
,

造型呈正方

形
,

桥形纽
,

印边长 2
.

6厘米
、

厚 1
.

4厘米
,

纽高1
.

2厘米
,

纽宽 1
.

8厘米
,

通高 2
。

6厘米
,

重 96 克
。

印文为阴文 篆 刻
“
别 部 司马 ” (见

图 )
。

经查有关历史资料得知
, “
别部司马

”

为汉代领军武职
。
《 历代官职表 》 载

: ,.t
· ·

…

后汉大将军
,

骡骑将军
,

车骑 将 军
,

卫 将

军
,

其领军皆有部曲
。

大将军营五部
,

部校

尉一人
,

军司马一人
,

其不置校尉部
,

但以

军司马一人
,

其别营领属
,

为别部司马
” 。

另据 《 后汉书
、

百官志 》 载
:

,’. 一其不置

校尉部
,

但军司马一人
,

又有军假司马
、

假

侯
,

皆为副贰
,

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
,

其

兵多少
,

各随时宜
。 ”

平安地区曾在历史上一度设置 过 安 夷

县
,

即汉宣帝神爵二年 ( 公元前 60 年 ) 设置
,

直至南北朝时北魏孝明帝孝昌二 年 〔 公 元
5 26 年 ) 被废除

,

共历时 58 6年之久
。

安夷县

是西 汉王朝在河徨流域设置较早的县之一
,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治理河徨起过重要作

用
,

这枚铜印无疑就是当时所留遗物
。

目前

类似铜印在国内发现甚少
,

它对研究汉代军

事及官职的设置提供了翔实的珍贵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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