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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模型明器中的水田类型

罗二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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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

由于古代文献记载的疏略
,

有关

汉代中国南方稻作农业发展的情况人们所

知甚少
。

近几十年来
,

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

出土了大量水田模型明器
。

这些水田模型的

发现
,

大大丰富了人们关于汉代稻作农耕技

术发展水平的认识
。

这些水 田模型主要是陶

制的
,

此外也有少量为石制
,

其年代主要为

西汉末期至东汉时期
,

也有少量属魏晋时期

的
。

出土的地点主要在四川
、

重庆
、

陕西南

部
、

云南
、

贵州以及广东和广西地区
。

此前
,

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

些水田模型进行了研究①
。

本文的目的
,

主

要是利用这些水 田模型资料
,

对其中所反映

出的汉代水田类型进行分析
。

这些模型明器中所见的水田虽然形式

各异
,

但大体都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
,

即大

区划水田
、

小区划水田和梯田 ②
。

下面分别

加以论述
。

一
、

大 区划水田

我们知道
,

每块水田 的周围都必须用高

出田面的田埂圈起来
,

以便保持住 田中的

水
。

这种被田埂一块块分割的水田都可以称

为
“

区划水 田
” 。

而大 区划水田的主要特征首

先是田块的面积一般都比较大
。

另外
,

在大

区划内不存在小区划
,

也就是说在这种大面

积的水 田边缘仅设置大的田埂
,

而在大田埂

之内不再设小的田埂
。

下面即列举几例大区

划水田模型的实例
。

1
.

陕西省勉县老道寺 M l 出土陶水田

模型 墓葬的年代为东汉中期
。

所出水田

模型为红陶
,

长方形
,

长 39
、

宽 22
、

高 3
.

5 厘

米
。

模型 中间有一条田埂将田面分成左
、

右

两块
,

在右边和中部的田埂下各有一个直径

为 1 厘米的放水孔
,

水田面上刻画有较为规

则的横线 (图一
,

1 )
。

此模型出土时
,

在两块

水田面上放置有 18 个红陶小型水生植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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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动物模型
,

其中包括荷花
、

荷叶
、

莲子
、

菱角
、

浮萍
、

鳖
、

草鱼
、

卿鱼等③
。

2
.

四川省西昌市礼州 2 号土坑墓出土

陶水田模型 墓葬的年代约为东汉初期
。

水 田模型为泥质灰陶
,

近方形
,

长 40
、

宽 37

厘米
。

四周有 田埂
,

中间也有四条田埂将水

田分为 4 块
,

在 田埂的一端设有放水的缺

口 ④ (图一
,

2 )
。

3
.

云南省呈贡县七步场汉代砖室墓出

土陶水田模型 墓葬的年代为东汉
。

水田

模型略呈椭圆形
,

最大直径为 34 厘米
。

在其

中间有三条 田埂将水田分成 3 块⑤ (图一
,

4 )
。

4
.

广 东省广州市 5 0 81 号墓出土陶水

田模型 墓葬的年代为东汉后期
。

水田模

型为红黄陶
,

近方形
,

长 26
.

5
、

宽 24
.

8
、

高

1
.

6 厘米
。

四周有 田埂
,

中间有四条田埂将

水田分成 4 块
。

出土时其中 3 块水 田内各有

1 个耕作的陶俑
,

但现已缺失⑥ (图一
,

3 )
。

二
、

小区划水田

这种小区划水田的主要特征是通常用

大 田埂设置大的区划
,

再在大的区划中用小

田埂将水 田进行更小规模的区划分割
。

因

此
,

小区划水 田的面积通常都较大区划水田

为小
。

同时
,

无论是小区划还是大区划水田
,

都是在田埂上开放水 口
,

溢出来的水应从高

处的水田流向低处水田
。

在这种小区划水田中
,

还可以分为规整

小区划水田
、

不规整小区划水 田等不同形

式
。

(一 )规整小区划水田

这种水田的主要特征是小区划水田的

形状呈规整的长方形或方形
。

1
.

四少11省宜宾市草田 3 号崖墓 出土陶

水田及鱼塘模型 墓葬的年代为西汉末年

至东汉初
。

水 田模型略有残缺
,

红陶
,

呈长方

形
,

长 49
.

8
、

宽 31
、

高 3
.

5 厘米
。

在模型的边

缘为大区划的大田埂
,

右边的鱼塘
、

水田和

左边的水田之间也有一条大田埂 (同时也作

为堤坝 )
。

而在左边的高田埂内又有数条小

田埂划分出 5 块小区划水田
,

田中还可见到

许多象征着稻窝痕迹的小孔
。

右上边的鱼塘

和右下边 的水田之间有 1 条较宽的矮田埂

(同时也作为堤坝 )
。

在左边的水田和鱼塘之

间的大 田埂上设有一个排水孔
。

此外
,

在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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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大区划水田模型

陕西勉县老道寺 M l 出土 2
.

四川西昌礼州 M Z : 5 3
.

广州 M 5 0 8 1 :

27 4
.

云南呈贡七步

场 M l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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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埂上现存有 5 个放水的缺 口
。

模型右上

边的鱼塘面积较大
,

内有阴线刻的鱼
、

虾和

堆塑的螺等⑦ (图二
,

1 )
。

2
.

四川省合江县草 山砖室墓出土陶水

田及池塘模型 墓葬的年代为东汉
。

模型

为灰褐陶
,

长方形
,

长 42
.

5
、

宽 28
、

外高

2
.

5一 3
.

5 厘米
。

这件陶水 田模型制作十分

精致
。

右边是两个池塘
,

一大一小
,

它们中间

的堤坝上有一个排水孔
,

可能大的池塘地势

要略高一些
。

模型的左边是水田和水渠
。

在

最左边有一条水渠
,

水渠的中部有一个分

岔
,

分开两边的水田而流人池塘
。

水渠两侧

的水田各有一条大田埂围成大的区划
,

在大

的区划中又用小 田埂分别划分出 6 块小水

二二
: 一

布布
~~~ 一

-
~ ~ ~ ~勺 ~ ~ 一 . ~ ~ ~ 一 一一一~ 习 、、

丈丈下犷飞一一

口〔 〕口
O 口O杖苗- 白一 ”

口白亡万
口亡二}迄〕

图二 规整小 区划水田模型
四川宜宾草田 3 号崖墓出土 2

.

四川合江草山汉墓

出土 3
.

云南呈贡小松山汉墓出土

田
。

在水渠的两侧和大
、

小 田埂上共设有 14

个放水的缺 口
。

在两侧水田与池塘连接的大

田埂 (同时也作为堤坝 ) 上还各有一个放水

孔⑧ (图二
,

2 )
。

3
.

云南省呈贡县小松山砖室墓出土陶

水田及破池模型 墓葬的年代为东汉
。

模

型为长方形
,

长 犯
、

宽 2 0 厘米
。

其右边是一

个大的池塘
,

左边是 12 块排列整齐的长方

形水田
,

在水田的中间有一条细长的水渠纵

贯
,

并与池塘直接相通
。

这个模型制作得比

较简单而抽象
,

许多细部都加以省略
,

例如

水田中的田埂有无大小高低之分不详
,

田埂

上是否有放水的缺 口以及池塘与水渠之间

有无闸门或通水孔等也不清楚
。

但是
,

从水

田的规模和布局来看
,

它属于小区划水田应

更为合理⑨ (图二
,

3 )
。

(二 )不规整小区划水田

这种水田的主要特征是小区划水田的

田块呈不规则的形状
。

1
.

四川省彭山县 6 61 号崖墓出土的陶

水田及破池模型 墓葬的年代为东汉中
、

晚期
。

模型为灰陶
,

长方形
,

长 67
.

5
、

宽 40

厘米
。

此件模型略残破
,

右边是破池
,

池内有

用阴线刻的蟋鱼和草鱼 ; 左边是水田
,

中间

有一条水渠将其分隔开
。

水渠的一端有排水

孔与池塘相通
,

水渠两侧各有一块用大田埂

围成的大区划水田
,

其内又各有一条弯曲的

小田埂将大田各分成两块小区划水田
。

水田

内有 阴线刻的鳃鱼和堆塑的螺
,

田面上还有

一些小孔
,

象征栽种的水稻
。

田埂上是否有

放水的缺 口则不详L (图三
,

1 )
。

2
.

四川西 昌市周屯 6 号墓出土陶水 田

模型 墓葬的年代为东汉早期
。

水田模型

为灰陶
,

外施黑色陶衣
,

长方形
,

长 44
、

宽

2 8
、

高 3 厘米
。

水田周围是大田埂
,

在右端进

水 口处有一小池
,

并有一排水孔通往池外
。

在大田埂内用数条小田埂将水田分成 6 一 7

块
,

小 田埂的一端有放水的缺 口
。

田内有许

多捏塑的藕
、

荷叶
、

菱角
、

鸭
、

龟
、

鱼等
,

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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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不规整小区划水田模型
四川彭山崖墓 M 6 61 : 128 2

.

四川西昌周屯M 6 出土

田面上则用阴线刻画出较为整齐的禾苗 。

(图三
,

2 )
。

图四 梯田模型
四川彭山崖墓 M 3 65 10 2

.

四川乐山车子乡崖墓出
土 3

.

四川都江堰市崇义乡出土

三
、

梯 田

这种水田的主要特征是田块依坡度和

地势而呈不规则的形状
,

水田的规模较小
,

田内也不再设置小区划
。

都是在田埂上开水

口
,

溢出来的水应是从高处水田流向较低的

水田
。

1
.

四川省乐山市车子乡崖墓出土陶水

田模型 墓葬的年代为东汉
。

水田模型为

红陶
,

长方形
,

长 54
、

宽 41
、

高 2
.

5 厘米
。

模

型中间有一条大田埂将水田分为两部分
,

田

埂上有一个放水的缺 口
。

大田埂两边的水田

都被不规则的田埂分割成许多不规则 的小

块
,

应当是象征着斜坡上的梯田
。

每块 田的

田埂上一般都开有 2 个缺 口
,

应当分别是进

水 口和排水 口
。

在水田中存在大量排列有一

定规律的小孔
,

象征着稻窝气图四
,

2)
。

2
.

四川省彭山县 3 65 号崖墓出土陶水

田及旱地模型 墓葬的年代为东汉中
、

晚

期
。

模型为灰陶
,

长方形
,

长 55
.

7
、

宽 42
、

高

3 厘米
。

模型右上方高起一方块
,

表示旱地
,

位置高于水田
。

旱地中有许多突起的条
,

象

征 田垄 ; 还有许多较大的孔
,

大概可以插桑

树之类的树木
。

模型的其余部分均被 田埂分

割成一块块小的水田
,

应当是表示坡地上形

状不规则的梯田
。

在模型右下端有一放水的

孔
。

出土时在水田内还见有陶塑的鳖 1 只。

(图四
,

1 )
。

3
.

四川省都江堰市崇义乡出土石阪池

及稻田模型 应当为墓葬中出土
,

年代约

为东汉
。

模型为石质
,

长方形
,

残长约 23
、

宽

约 15 厘米
。

其右端已残
,

右边地势较高的部

分可能是大区划水田
,

田内雕有鱼和螺
。

左

侧逐渐低下去的部分为一层层的梯田
。

大区

划水田与梯田相连的田埂 (同时也作为堤

坝 )上有通水 口叭 图四
,

3)
。

四
、

相关问题的讨论

下面
,

我们结合出土模型明器的情况
,

就与汉代水 田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的

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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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

(一 )水田模型与稻作农耕类型

目前出土的汉代水田模型主要集中分

布在四川省东部和重庆市所在 的四川盆地

以及陕西南部的汉中地区
,

此外在四川西南

部
、

贵州
、

云南
、

广东
、

广西等地也有发现
。

但

是
,

在长江中
、

下游的广大地区却没有类似

模型发现
。

这其中除了有不同地区丧葬习俗

方面存在差异的原因之外
,

可能还包括更深

层的文化
、

历史背景方面的差异
。

在本文讨论的这些水田模型中
,

我们见

到的是有着发达灌溉系统和 向精耕细作方

向发展的稻作农耕体系
,

某种程度上已经可

以说这属于一种集约化的农业
。

而史书记载

中
,

长江中
、

下游地区在汉至六朝时期仍然

盛行那种较粗放的
“

火耕水褥
”

的稻作农耕

方式
,

二者存在较大的差别
。

我们知道
,

从公元前 31 6 年秦灭巴蜀之

后
,

秦国便开始向巴蜀地区大量移民
。

以后
,

随着秦统一战争向南方推进
、

秦统一 中国后

征伐岭南和西汉武帝时征伐西南夷
,

秦
、

汉

帝国都不断地向南方大规模移民
。

而水田模

型出土的这些地区正好就是位于历次移 民

的重点区域
。

中原地区的移民带来了发达的

水利灌溉技术和精耕细作的农耕技术
,

我们

在水田模型 中见到的这种稻作农耕类型
,

应

该就是 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与南方传统的

稻作栽培方式相结合的产物
。

而史书中记载

的那种汉至六朝时期长江中
、

下游地区盛行

的
“

火耕水褥
”

耕作体系
,

则应代表了中国南

方传统的稻作农耕类型
。

(二 )不同类型水田 出现的原因

汉代水 田出现上述三种不同类型的原

因
,

主要是 由于水稻栽培的耕作制度和水田

所处具体地形的差异所致
。

水稻与旱地作物在栽培方式上的最大

不同
,

在于水稻必须生长在有水浸泡的水田

中
,

并且每块水田内的水稻最好都能浸泡在

相同高度的水位中
,

如果水的深浅不一
,

就

会对水稻的生长造成不利影响
。

西汉末年成

书的 《字巳胜之书》 中就讲到
: “

种稻
,

春解冻
,

耕反其土
。

种稻区不欲大
,

大则水深浅不

适
。 ”

因此
,

在一块水田内的田面应该保持水

平
。

中国南方地区的地形复杂多变
,

既有平

原
,

又有丘陵和山地
。

在平原和河谷的开阔

地带
,

因地势平坦
,

保持每块水田面的水平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

因此每块水田的规模一

般来说应该较大
。

而在河岸台地和缓倾斜地

上
,

由于地势高低略有不平
,

每一块水 田的

面积可能就要小于平原地区
。

到了丘陵浅山

地带
,

地势多为坡地而高低不平
,

开垦水田

非常不易
,

因此每块水 田的面积更是宜小不

宜大
。

这样
,

便出现水田在规模大小和开垦

技术方面的差异
,

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水田类

型
。

(三 )水田的单位面积

在我国
,

目前尚未对汉代前后的水田遗

址进行过大规模发掘
。

而仅仅依靠墓葬中出

土的水田模型
,

尚无法对汉代水田的具体面

积进行讨论
。

本文中我们只能借助其他相关

材料进行推断
。

在 日本
,

多年来通过对弥生时代水田遗

址的发掘
,

积累了大量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

一般的研究认为
,

日本弥生时代的稻作农耕

技术是从中国大陆传人的
,

并与中国南方的

稻作农耕业属于同一系统
,

其时代也与汉代

大体同时
。

因此
,

日本弥生时代各类水田的

面积对于我们推测中国汉代各类水田的面

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日本弥生时代的大

区划水 田
,

其面积一般都在 100 平方米以

上
,

其中多为数百平方米
。

而小区划水田的

面积从数平方米至 2 00 平方米都有
,

其中以

数十平方米的为多。
。

弥生时代的梯 田尚未

发现
。

此外
,

在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战国晚期

墓葬中出土有秦代的 (为田律》木犊
,

上面记

载有当时的农田规划与制度L 。

笔者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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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 《为田律》 主要是针对当时巴蜀地区的

稻作农耕系统制定的@
。

其规定最小单位农

田的面积是秦长度单位的宽一步 (相当于

1
.

3 8 米 )
、

长八步 (相当于 1 1
.

04 米 )
,

为秦

亩的三十分之一。
,

约相当于现在的 巧
,

24

平方米
。

再由 30 个这种小区划水田组成一

个更大的区划
,

其面积约相当于现在的 4 57

平方米
。

笔者认为
,

<为田律》中农田规划的

对象是水田
,

并且就是小区划水田。
。

所以
,

这种最小单位农田的面积也可作为我们推

测汉代小区划水田面积的一种依据
。

不过
,

同一地区在长期的水田耕作过程中
,

其单位

面积通常是由小逐渐变大
,

这是一般的发展

趋势⑧
。

因此
,

汉代的这种小区划水田的面

积可能要略大于战国时期小区划水田的面

积
。

而梯 田可能是汉代新出现的一种水 田

类型
,

其面积应与战国时期秦国的小区划水

田大体相当
。

( 四 )水田的地理环境

同样
,

由于 尚未对汉代前后的水田遗址

进行过大规模发掘
,

因此仅依靠出土的水田

模型无法对汉代水 田的地理环境进行比较

深人的讨论
。

而在 日本
,

通过多年来对水田

遗址的发掘
,

积累了大量资料
,

并对各类水

田的微地理环境进行了较为深人的研究
。

因

此
,

日本弥生时代各类水田的地理环境同样

对于我们推测中国汉代各类水 田 的地理环

境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

日本的大区划水田一般都发现在河川

背后的低湿地带
,

或者是在谷地前端湿润的

平坦面上
。

这些地方地势平坦
,

土地柔软而

滞水多
。

因此
,

为了防止堤坎和 田埂崩坏而

常常在水渠和 田埂两侧嵌人木桩和木板用

以加固
。

小区划水田的位置多是在冲积地和

台地面上的缓倾斜地
,

其规模和形状多为地

形所左右
。

一般倾斜度大的地方小区划水田

面积小而不规整
,

倾斜度小的地方田块较大

而且有呈方形的趋势
。

这些地方的土地较为

干燥
,

因此小田埂主要是用土堆筑成
,

而大

田埂用木板等加固的情况也不多见。
。

梯田在 日本的弥生时代不见
,

无法进行

比较
。

我们根据中国汉代以后的梯 田情况
,

推测汉代的梯田可能多在谷地两旁的倾斜

地和丘陵浅山地带
,

其土壤较为干燥
。

在汉

晋时期
,

这种梯田被称为
“

山原田
” 。

例如在

(华阳国志
·

汉中志》中记载涪县 (今四川省

绵阳
、

安县
、

江油一带 )
“

有 山原田
,

本稻

田
” 。

。

在《华阳国志
·

蜀志》中又称郭县 (今

四川省 中江
、

三 台
、

射洪一带 )
“

有山原

田
” 。 ,

也记载广汉县 (今四川省射洪
、

盐亭
、

蓬溪
、

遂宁一带 )
“

有山原田
” 。

。

这些地区都

是属于四川盆地内偏西的丘陵地带
。

从汉代水 田模型 中所见到的这三种类

型的水田
,

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三种条件不同

的土地的开发利用情况
。

从地理环境观察
,

大区划水田和小区划水田虽然具体的地理

条件有差异
,

但主要都是选择在平原
、

山间

小盆地底部的平地 (西南地区称为
“

坝子
”

)
、

开阔谷地的底部和河岸台地等地方
,

地势较

平坦
,

利于农耕
,

早期的农业也多是在这些

地方出现
。

而梯田则多是在谷地两侧的倾斜

地和丘陵浅山地带
,

就水田耕作而言
,

其土

地条件较差
。

梯 田的开垦应该是在某一地区

内
,

由于人 口密度增大
,

富饶的土地资源开

始感到匾乏的压力下出现的
。

它的出现时间

应该晚于前二者
。

从目前的出土情况看
,

这

种梯 田模型主要分布在川西地区
,

这与 《华

阳国志》中记载
“

山原田
”

分布的地区大体相

当
。

而川西地区正好是中国西南地区经济开

发较早
、

人 口较为稠密的地区
。

附记
:

本文是得到 日本住友财 团研究资

助课题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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