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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两千纪前后中原地区的水道设施（上） 

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法国科学研究中心CNRS 东亚文明研究所CRCAO 

UMR8155，巴黎） 

 

【关键词】二里头文化；商文化；西周文化；水道系统；水利工程 

【摘要】本文系统考察了公元前两千纪前后中原地区的水道遗存。通过对水道建筑材料与制造技术的分 

析，揭示了水利系统对早期城市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反映出早期青铜时代社会中一个新的精英阶层的出现 

及其对都市规划的影响。  

DOI:10.13635/j.cnki.wwcq.2016.01.001 

 

在秦代都城咸阳和汉代都城长安，水道系统已经比较发达[1]，那么陶水管在先秦城市的供给

排水设施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在城市水利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如何，早晚时期有着怎样的历史

变迁呢？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小型聚落中，排雨水系统是一般的沟。龙山时代晚期（约前2500—前2000）

出现了大型建筑[2]，城市也随之应运而生。新兴而复杂的聚居环境必然会对与民众生存息息

相关的供排水系统提出新的要求，于是新的建筑材料———陶水管得以发明，传统的给排水

技术得以革新。 

陶管的发明是城市和建筑技术发展的一大进步。然而，这样的技术是如何兴起的？城市的起

源与这些技术的发展有什么关系？现有资料是否足够来了解水管系统的性质？在某一个遗

址中这些系统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 通过水管的研究能说明什么历史现象？那么，本文即

拟从分析公元前两千纪前后中原地区的水道遗存入手，尝试性地探讨以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一、研究对象 

 

1.陶质管道 

陶质管道按照输送物的内容（生产生活用水、污水、雨水、其他）、流量与方向的不同，而

在形状、大小、结构和功能方面有所不同。目前在中原地区发现的公元前两千纪前后的陶水

管，一般呈圆（或椭圆）柱体，一端略微内敛或折收，另一端则相应外侈，这样便于节节套

扣，表面多施绳纹，直径从15～20 到40～60 厘米，管壁厚约2~6 厘米。为了改变管线朝不

同的方向铺设，还设计出了“三通”和“弯头”等陶水管对接件。与普通陶器相比，陶水管的质

地、硬度与密封性能更好些。 

首先，我们来考察管道遗迹。这是龙山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发明。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古

老的陶水管出土于河南省淮阳县平粮台遗址。发掘出的管道长5 米，全部铺设在一条道路下，

通到城墙南门的沟里，由北往南向下倾斜（陶管直径23~32 厘米，长35~45 厘米），外表

带拍印篮纹、方格纹、绳纹、弦纹，个别为素面（图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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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出土的陶管 

1.平粮台城址平面图与陶管出土位置2、3. 陶管 

 

 

图二郑州大师姑遗址出土陶管 

1. G5⑤b∶90、G5⑤b∶317 2. H75∶212、216 3. H75∶15 

 

在郑州大师姑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约前1900—前1500）的灰沟G5和灰坑H75 中出土了较

多的陶水管残片。其中既有直管，又有弯管。器表有的素面，也有的带稀疏的绳纹。直管直

径16~19 厘米，但因为均不完整，长度不明（图二）[4]。 

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出土有器表带绳纹的陶管，直径11.6~27.8 厘米，长40.6~68.9厘米（图

三）[5]。二里头遗址“二号宫殿”庭院内发现有两条水道：一条是陶制管道，另一条是在地沟

内铺设石板构成。陶制管道位于庭院的东北部，贯穿东廊并通过东部的第一号门，保存下来

的陶管有11 节，每一节均一端略粗、一端较细。直径16.5~22 厘米，长52~58厘米。水道总

长6 米（图四）[6]。 

郑州市洛达庙遗址也出土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管（图五）[7]。这是在一个灰坑内出土的一

节孤立的陶管，直径13.5厘米，原来长度不明。在二里头遗址从商时期开始（约前1600），

陶管衔接系统取得了明显进步，每节之间套扣得十分吻合，密闭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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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遗迹现状保存良好，每一节陶管在其原位，并仍连接在一起（直径18.8~20.4 厘米，长

53.5~57.7 厘米）[8]。偃师商城的大型建筑也有水道设施（陶水管直径23.5~34 厘米，长63~70 

厘米）（图六）[9]。 

郑州商城遗址中的陶管工艺进一步复杂化，出现了新的组成部分，如“漏斗形器”“方筒形器”。

这样的衔接结构便于蓄水池和水井与水道连接，形成整个城市的水利系统（图七，2、3、7）

[10]。郑州商城的宫殿区发掘工作比较多，可以集中揭示这个现象，但是水道系统在郑州商城

的其他部分还没搞清楚。在郑州商城一座建筑旁的一条沟里发现有用陶管铺设的地下水道，

每一节陶管直径13.4 ~24.6 厘米，长27.2~49 厘米（图七，1、4、5、6；图八）[11]。宫殿区

内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排水沟。 

在商代晚期（约前1250~ 前1050）[12]，安阳殷墟规模宏大的遗址中发现的陶管极少，只有三

节（直径19~21.3 厘米，长42~45 厘米），发现数量之少令人惊讶。除了地下陶管，殷墟还

发现有水渠和露天沟。 

殷墟白家坟遗址出土有带三个口的陶管，可以制造分支、构成直角。它们的尺寸与直通型陶

管的大小相同，显示进一步的标准化（图九，1）[13]。白家坟遗址的“T”形管道有一部分从东

往西（9.7 米长），另一分支从南往北（出土只有三节）。这种可以换方向、把不同水道连

在一起的陶管的发明，是控制水流方向的一大进步。但是报告中没有提供倾斜角度和流动方

向。在战国时期（约前453—前221），这个创造被利用、发展，如在河南省登封县阳城遗址

所看到的情况[14]。 

另外，在殷墟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了一个保持原貌的陶管（图九，2），这是目前发现的

公元前两千纪前后唯一一个跟作坊有关系的陶质管道设施遗迹。 

 

 

图七郑州商城出土陶管 

1.陶水管（G1∶2、G1∶1） 2. 方形器（91H32∶16） 3.漏斗形器（C11H103∶1、C11H108∶14、C11H134∶6） 长方

形框（C11T104③∶50 ） 陶水管（C11T113③∶57） 4. 陶水管（C7T33②∶92） 5. 陶水管（C11H153∶4） 6. 陶水

管（88C8T13G1 ∶2、88C8T13G1 ∶1、88C8T13G1 ∶3） 7. 漏斗形器（C11H143 ∶1、C11T101 ② ∶100、C11H128 ∶

14、C11H131∶5） 长方形框（C11H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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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陶管 

 

 

图四偃师二里头遗址二号宫殿水道设施与出土位置 

1.东廊下陶排水管道2.东廊下陶排水管道3.二号宫殿平面图和排水 

设施位置4.东廊南部排水管道5.东廊内侧石板砌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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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郑州洛达庙遗址 

出土陶管（H342∶7） 

 

 

图六偃师商城出土陶管 

1.T5⑧∶1 2.T2⑧∶1 3.T2⑧∶2 4.T2⑧∶3 5.T5⑧∶3 6.T5⑧∶2 

 

处于公元前两千纪至一千纪过渡期的西周（约前1050—前771），陶管继承了以前的形制和

制作技术，如在陕西省岐山县周原扶风云塘遗址的发现（图一○）[15]。 

陕西省宝鸡市召陈遗址出土了一端封闭打小孔的陶管（图一一，1）[16]。四百年之后，在登

封阳城出土的陶管属于很长的水管道，技术有进化，这样的陶管跟净水有关，具有简单过滤

的功能（图一一，2）[17]。 

在北京琉璃河遗址一个西周时期的大灰坑里发现了几节陶管，但是它们原来的情况不明。发

掘简报发表了一节被修复的陶管的照片（直径17~19.2 厘米，长67厘米）（图一二）[18]。河

南三门峡上阳遗址（西周晚至春秋早期，虢国都城，未全部发掘） 中发现有一条160 多米

长的陶质管道。由于资料尚未系统发表，其情况和大小不明。但是简报中提到该水道有多次

维修的痕迹，据此可以推测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和长久性（图一三）[19]。 

 



6 
 

 

图八郑州商城遗址水道 

1.陶管出土位置示意图2.水池 

 

 

图九安阳殷墟遗址出土陶管 

1.殷墟白家坟出土2. 殷墟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 

 

 

图十 岐山周原扶风云塘遗址F1 北侧围墙的排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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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出土陶管 

1. 宝鸡召陈遗址出土陶管2.登封阳城遗址出土水道遗迹 

 

 

图一二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陶管 

 

 

图一三三门峡上阳遗址出土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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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偃师商城遗址 

1、2、5.水池与水道3.城址平面图与水道位置 4.宫殿区平面图与水道位置 6.四号宫殿平面图与水道位置7.五号宫殿平面

图与水道位置 

 

战国时期的水利系统进一步复杂化，陶管质量提高，其中许多至今保存良好，如河南省就有

好几处有水利系统的遗址：阳城、登封、郑州（正位于一千年前商代遗址的位置）[20]。这些

资料显示出中国中原地区陶质管道此时已在城市中得到普及和均质化。战国晚期，这类陶质

水道在陕西也继续使用，如西安市附近的秦都咸阳遗址[21]。汉代国都长安城曾使用五角形剖

面陶管建造排水供水系统，类似的陶管也见于秦始皇陵遗址，似乎正是建造皇陵时发明的[22]。

而在战国时期的秦都，其他陶质建筑材料（如板瓦、筒瓦等）也被用作建造水道的材料[23]，

这种做法在战国时期赵都邯郸就有使用，即在城墙顶与内外坡上铺设板瓦，凹面朝上，用于

排水，主要是防止雨水冲刷破坏夯土墙体[24]，这跟罗马时代使用瓦作为水道材料相似。从目

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将其他不同的构件（如“漏斗形器”“方筒形器”）与陶管连接在一起的技

术，最早见于郑州商城遗址中，而在战国时期的咸阳遗址仍继续使用类似的设施[25]。 

 

2.石板水道 

在公元前两千纪前后的中原地区一般不用石头当建筑材料。但是，商周时期主要以泥土材料

（夯土、土坯、草拌泥）兴建的宏伟建筑中有的也发现以石板砌筑的管道结构，这些石板结

构也有跟陶质管道相同的排水或供水功能。二里头二号宫殿庭院东南部有一条水道，就是在

一条被挖开的沟里铺放石板而成。这条水道先构成直角，然后沿着东廊往南走，再往东转，

从地下通过东廊，再经4 号门出去。其北端呈自东向西走向，一直延伸到庭院内未发掘过的

部分。这条水道比较窄，宽12~20 厘米， 残高7~10 厘米，发掘长度4.1 米，采用的石板规

格较小。这条石板水道的西北部比东南部高一些，可以推测水流方向是自庭院内向外流（图

四，4、5）[26]。 

偃师商城有的大型建筑也有石板水道设施：4 号宫殿的石板水道位于建筑的东北部、东南部

和南部，一共几百米长[27]；5 号宫殿的石板水道位于正殿的北侧外缘，呈东西走向，其东端

有向南拐折的迹象[28]。 

Ⅱ 号建筑群中的2004、2005 号建筑基址沿走廊外侧的三面路边有一条沟渠[29]。偃师商城宫

殿区北部与蓄水池相连的水道总长约1430 米，横贯整个城市（图一四）[30]。 

这是整个城市的主要排水系统，位于路面之下。这条水道的底部和侧壁用石板砌筑，顶部用

木板覆盖，以草拌泥固定而成。水道方向由西往东倾斜，显示水流是自西向东，经西门进入

宫殿区，直接到达宫殿区北部的水池，然后往东流，通过宫殿区东门继续向东流入城墙外壕

沟。这个精心的设计兼具输水、蓄水和排水三个功能。水道网络覆盖整个宫殿区。如果再联

系到同时期城内普通沟渠和陶制管道的存在，可以发现偃师商城的水利设施是最为全面的。 

郑州商城大型建筑旁边也发现有石板水道[31]，其功能是给一个大型蓄水池供水[32]。这是一条

较宽的石板砌筑的沟渠（1.5 米宽，1.5米深，已发掘有30 多米长），每隔8 米与一座水井

连接，最后流入石板铺设的蓄水池。这样宽度的沟可以容纳较大的流量。这个系统也具有供

水、蓄水和排水功能。但迄今为止对这些水井的打水方式还没有深入的研究。这种能够覆盖

整个城市的水利系统显示出在建城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全面的计划[33]。 

考古报告对石板砌筑的水道没有陶质管道描述得那么仔细。西周时期，具备排水和防护夯土

建筑基础功能的石砌水道和陶质管道在一些大型建筑基址上共存，继续得到利用和发展，扶

风云塘大型建筑基址中就既见石砌水道，又见陶制管道[34]。战国时期这类设施有了进一步发

展[35]。秦始皇陵遗址也发现有精心设计和砌筑的石板水道[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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