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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偃 师 商 城 遗 址 自 １ ９ ８３ 年 发 现 以 来

，
先 后 探 明 、 发现 了 由 城 址 外 围 河 流 、 东 南 侧 湖 泊 、 护 城壕 、 东 西 向

“

几
”

字 形 石 砌 渠 道
；
宫城 、 府 库 建 筑 群 内 外 的 池 苑 、 排 水 沟 渠 等 构 成 的 城 址 给排 水 系 统

，
这 些 给排 水 设 施 不

仅 为 城 址 提供 水 源
，

排 出 废 水
，
同 时 也 影 响 到 城 址 的 整体 布 局

，
意 义 重 大 。 本 文 拟 结 合 历 年 勘探 、 发 掘 资 料

，

在 对 其 进 行梳理 的 基 础 上
，
试 图 以 水 为 媒

，
循 水找 路

，
走 出 一 条探寻 城 址 布 局 的 新路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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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商城遗址位于洛阳盆地的东部
，
背靠邙 山 、

南邻洛河
，
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 彼时 ，

在遗址的

东南侧还有
一

个 自然湖泊存在 。 依山傍水的 自然地

理环境成为古代都邑择址 的理想所在 ，
也促成了偃

师商城时期古人合理而有效开发 、 利用 当地的水利

资源
，
并以水为媒对城市 的布局进行了总体安排

，
充

分体现了 当 时人们利用和改造 自然的能力 以及城市

综合管理能力 。

以往水资源和人工水利 设施的

发现过程

Ｍ ９ ８３ 年春为配合首阳山发电厂的建设 ，
中 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队受命在建设项 目 的

占地范 围 内进行了考古勘探 ， 结果发现了
一

座掩埋

在地下千年之久的古代城址 ｅ 经过两个多 月 的勘探 ，

探明了城址的东 、北 、西三面的城墙和城内 几处大型

夯土建筑群的分布状况
，
而对西 、 北城墙所做的试掘

工作则确认了该城址的年代属于商代时期？
。

在城址东南角 的城墙外侧勘探 出
一

处面积较大

的低洼地带 ， 判断应为
一

处古代湖泊
，
其深度

一般约

３ 米
，
最深处达 ５ 米以上 。 并依据 《水经注 ？穀水条 》

“

穀水又东注鸿池陂 。 百官志Ｈ ： 鸿池 ，
池名也 ，

在洛

阳东二十里 。 丞
ｄ人

，

二百石 。 池东西千步
，
四周有

塘 ，
池 中 又有东西横塘 ，

水溜迳通
”

的记载
，
推断城址

东 南角外的低洼地带应为早于汉魏时期 的鸿池 ，
它

是
一

座天然的古湖泊？
（ 图
一

：
蓝色 区域

） 。

２ ． １ ９ ８４ 年在东
一

城门的发掘 中
，
在东

一

城门门道

下首次发掘 出
一

条石质人工水渠
，
在门道 内水渠宽

约 ３ 米
，
水渠顶部为南北横跨石质水道两壁的木质

盖板
，
南北石壁垒砌呈三角棱柱状

，
尖锐的角面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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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汉魏故城 队勘探实测 图

渠内腔 ，
两个棱状柱 中 间排插木柱

；
底部采 用板状石

块 自西向东斜向铺设 ，
状若鱼鳞 。 并在 田野发掘结束

后
，
根据发掘资料对此段水渠进行了追探 ，

向东 出城

门 １ ０ 余米后注人 １ ９８ ３ 年探明城外东南部 的
“

鸿池
”

中
，
向西进城后

一

路向西延伸约 ６ ０ ５ 米 ， 然后 向南折 ，

南折 １ ３ ４ 米后 又 向西折约 ４ １ 米后进入宫城范围 内
，

在西折处的最末端
，
发现水渠又向南北两侧分散开

，

向北约 ４ ． ５ 米
，
向南约 １ ６ ． ５ 米 。 当 时钻探认为此段水

渠在宫城内形成
“

Ｔ
”

字分布 ，
是水渠 的终端 （注 ：

“

Ｔ
”

形南北两端为宫城大水池的东边沿石壁 ）

？
。

３ ． １ ９ ８ ８ 年夏季 ，
在配合基建Ｘ程的发掘 中 ，

先后

在东城墙和北城墙外的两处地点都发现城墙外侧有

护城壕的存在 。 在发掘结束后 ， 当年秋季对城墙外侧

的护城壕进行了系统的勘探？
，
除西城墙南段因客观

原因没有勘探外
，
西城墙 自北端向南 ７ ００ 米的城墙外

护城壕宽约 １ ４
￣

１ ８ 米 、 北城墙外护城壕宽约 ２０
￣

２ ５

米 、 东城墙 自 北至东
一

城门附近的拐角在城墙外侧

护城壕宽约 １ ５
￣

２ ４ 米
，
东南拐折处城墙外侧没有护

城壕
，
城墙外侧为

“

鸿池
”

区域 。

４ ． １ ９ ９０ 年夏季 ，
利用 田野发掘间歇期 ，

对商城西

城墙外 １ ９ ８ ８ 年未完成的护城壕进行了补探 。 此次勘

探南起塔庄村北的新寨土路 ， 北至塔庄与杏园土地

交界处
，
全长约 ２ ４ ０ 米 。 在此段西城墙外 １ ３

－

２ １ 米处

发现护城壕
，
壕宽约 １ 〇

￣

２ ０ 米 。 并在北距新寨土路

１ ８ １ 米的西城墙城墙穷土上 ， 勘探出
一

个城墙豁 口
，

此豁 口 与东
一

城门遥相呼应
，
并且在此豁 口 中 部也

勘探出 了
一

条东西 向石质水渠 。 据此对新探 出 的水

渠进行部分追探
，
结果表明该水渠 向西 出城墙后注

入城外西侧的护城壕内
，
向东过西城墙人城后

一

直

向东延伸 ２ ５ １ 米后南折
，
南折之后 的部分当年 由于不

是此次主要勘探 目 标和夏季茂盛 的玉米地等原因未

再进行追探 。
１ ９ ９４ 年秋和 １ ９ ９ ５ 年春

，
对此豁 口 进行

了发掘
，
证实此处为西

一

城门
，
人工石质水渠位于城

门门道的路土下方——暗渠结构 。

５ ． １ ９９ １ 年秋季
，
为配合 ３ １ ０ 国道扩宽工程

，
在塔

庄村洛河桥北 的勘探 中 首次勘探 出 了 商城 的 南城

墙
，
由于南城墙绝大部分都叠压在现在村庄底下

，
只

能利用有限的空间进行勘探
，
在城墙外 １ ２

￣

１ ５ 米处

勘探出城墙外侧是有护城壕存在的 ， 但壕的宽度仅

有
一

处卡探出宽约 １ ０ 米
，
其余地点都无法完整的 卡

探出其宽度 。

６ ． １ ９９ １
￣

１ ９ ９２ 和 １ ９９３
￣

１ ９９ ４ 年 ，
两次跨年度对偃

师商城 ｎ 号府库进行了考古发掘 ，
发现在府库范 围

内各长条形夯土建筑 的 四 周都有排水沟渠存在 ，
且

相互连通 。 在府库从北往南 的夯土建筑的第二排 ，
自

东向西第 １ ０ 座夯土建筑的西侧勘探出
一

个与府库单

体夯土建筑 同等大小 的长方形池状遗迹 ， 并与府库

内 的 网状排水沟相联通 。 上述沟渠与长方形池状遗

迹共同构成
一

个相对独立 的排水系统？
。

７ ． １ ９９ ６
￣

１ ９ ９ ７ 年
，
根据偃师商城大城东北角 的发

掘资料
，
在城外护城壕 的北侧勘探出

一

段宽约 ２ ０ 米

的古河道
，
此河道呈西北 东南走向

，
由 此判断大城

北墙东段南折或与此古河道有关？
。

８ ． 自 １ ９ ８４ 年春起的宫城单体大型夯土宫殿建筑

的发掘 中
， 在宫殿建筑 的周边也发现了不少石质排

水沟渠
，
有些沟渠相互交织 ，

有些则单独排列 ？
，

这些

看似杂乱的交错水渠
，
却具有

一

个共 同 的特点 ： 即各

个单体宫殿所使用 的水渠其废水排放 ，
不并人宫城

北部的大水池 内 ，
而是 向东 、 向西或向 南直接排出宫

殿区域
，
其末端 当 时 由 于缺少发掘和勘探资料并不

知其所终 。

９ ． 在历年 的发掘 中
，
也发现了

一些沟状遗迹
，
多

数都因发掘面积小 ，
不知其分布的具体范 围

， 例如 ＩＶ

Ｔ２９ 内 的石质排水沟 ＰＧ １
？

。

１ ０ ． ２ ０ ０７
￣

２０ ０ ８ 年在配合偃师商城西城墙复原展

示的工程中
，
在西

一

城门护城壕 的西侧 （ 外 ）
又新发

代

文

明

１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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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段人工石质水渠 ，

“

经钻探 ， 自护城壕西缘起 ，

水道 向 西延伸约 ２ ０ ５ 米…… 西端连接
一

条南北 向 的

古河道 ……

” ？
，
此段人工石质水渠是西

一

城门水道

护城壕外的西延部分 。

二
． 以往对水资源分布和人工水利

设施的认识

２ １ 世纪初在二里头遗址开展了遗址周边古代水

资源环境的考古勘探工作 ，
发现二里头遗址位于 当

时古伊洛河故道的北岸？
，
而偃师商城遗址位于二里

头遗址东北约 ６ 千米处
，
推测 当 时的伊洛河故道在

偃师商城遗址的更南边 ， 因此我们判断偃师商城遗

址内水利设施的水源源头并不是直接从古伊洛河而

来的 。

与遗址密切相关 的是其东南处的天然古湖泊遗

迹 鸿池
，

１ ９ ８３ 年刚发现偃师商城遗址时 ，
只知道

它位于遗址东南角 ， 也 因它的地形限制使得偃师商

城大城城址形状呈
“

菜刀状
”

。 其后在 １ ９ ８ ８ 年勘探出

大城城墙外有护城壕 ，
并且东护城壕的终端就汇人

于此 。而 １ ９９ １ 年南城墙也勘探出了城墙和护城壕
，
并

且护城壕的终端也注入于此
；
自 此整个偃师商城大

城的护城壕与
“

鸿池
”

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封闭 的人工

水利防御系统 。 但是
“

鸿池
”

位于城址的东南
，
且其地

势处于最低洼处
，
而古伊洛河又位于遗址的更南处 ，

且地势也低于城址
，
那么护城壕 的水又从哪来呢 ？

１ ９％ 年在发掘大城城墙东北角时 ，
在护城壕外勘探

出
一

条西北 东南走向 的古河道
，
推测此处为护城

壕的
一

个注水点 。 这个注水点从大城北城墙看 ，
它位

于整个北墙护城壕的东端即下游 ，
它应 当是

一

个备

用注水点
， 而在其上游 （ 西端 ）或许还应存有其他 的

注水口
。

偃师商城大城护城壕首次发现于 １ ９ ８ ８ 年
，
之后

经历了 几年的勘探和发掘后证实偃师商城大城四面

城墙之外除东南角外
，
其外都挖设有护城壕

，

且壕的

宽度与城墙基本相 同
，
当 时的人们正是利用护城壕

挖出 的泥土来建造大城城墙夯土 ，
从夯土 的致密度

看
，
大城城墙的髙度应 当低于城外护城壕深度 。 护城

壕和城墙的协 同设计 ，
巧妙的建立起城市 的两重防

御设施
，
大大增加了城防的安全和坚固 。

偃师商城最令人叹为观止的人工水利设施当属 ：

东西横贯整个偃师商城的
“

几
”

字型水渠？
，
其最西端

起于护城壕外 ２００ 余米的南北 向古河道
，
向东经过两

次拐折后流入宫城北部的大水池西端 ，
西段水渠全

长约为 ６ ８ ５ 米
， 后经 由宫城大水池后沿其东端向东又

经两次拐折流入大城东城墙外护城壕内 ， 东段水渠

全长约为 ８ １ ５ 米
，
整条水渠不计宫城大水池全长约

１ ５ ００ 米 。 从其经过遗址 的沿线看 ，
整条水渠东西完全

贯穿了大城西护城域—西
一

城 Ｉ

＇

 ｊ 

—宫城―东
一

城

门
，
最后达到大城东城墙外 的护城壕内 。 整条水渠设

计巧妙而严谨 ，
是
一

条经过整体规划并实施 的人工

水利设施
，
而我队对这条水渠的 完整认识

，
并不是

一

蹴而就的 ，
而是经历了从 １ ９ ８４ 年至 ２ ００ ８ 年

，
整整 ２ ０

余年的 田野考古工作的积累过程 。 那么这条人工水

渠有什么巧妙之处呢 ？

２００ ７ 年
，
我们在西城墙勘探过程 中 ，

在西
一

城外

护城壕的西侧新发现
一

条与西
一

城门 内石砌水道东

西在
一

条直线上的石砌水道 ，
其向西延伸约 ２ ０ ５ 米后

与
一

条南北向 的古河道相连接
，
并 由 此判断这应当

是为偃师商城内供水 的主要水源之
一

。
那么它是如

何穿越大城西护城壕呢 ？ 是直接把水引进护城壕
，
然

后再通过护城壕把水引入城中 的吗 ？从 ２ ００ ７
￣

２ ００ ８ 年

西
一

城门外的 田野发掘看
，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 在

对护城壕的发掘 中
，
在护城壕底部的生土 台上 ，

发现
“

两排圆形柱坑与护城壕东西两侧的石砌水道在
一

条直线上
，
应当是与水道相关 的遗迹 。 柱子所支撑的

很可能是类似渡槽 的输水设施… …

” ？
，
谷飞先生据

此遗迹现象
，
对护城壕上 的渡桥和渡槽进行了复原

研究？
，
他认为此八个与水道两壁在 同

一

直线上 的柱

洞是架设木质渡槽的木桩遗迹 。 从遗迹分布状况和

实际用途上推测这样水利设计是合理的
，
如果把水

直接引人护城壕
，
那么 当护城壕水位较低时

，
就起不

到 引水入城的效果 ， 而要保持护城壕内水位长期处

于
一

种稳定的高水位
，
恐怕也是比较困难的 ，

因此这

种直接跨过护城壕用渡槽 引水的方式应 当是
一

种最

佳方案 。 另外在护城壕上架设渡桥 、渡槽时 ， 在开挖

护城壕之前就 已经对此处地段做了特殊处理 ，
从以

往发掘资料看
，
护城壕

一

般都宽约 １ ８
？

１ ９ 米
，
而在此

段护城壕东西两岸处
，
特意各留 出 了

一

个半圆丘形

生土 台
，

“

两个生土 台 的 中 部最近间 距约 ６ ． ８ 米
”

，

？

大大缩短了此段护城壕河面的宽度 ， 更加便于架设

桥梁和渡槽设施 ，
而桥桩和渡槽木柱柱洞都固定在

半圆形土合之下的另
一

处稍窄 的生土台面上
，
最中

间即两处桥桩之间设计为 向下深挖的窄沟 ，
沟底面

与其两端护城壕的底面海拔高度相 同 ，
这种木柱 、 木

桩的位置设计使得桥墩底座更加的坚固和稳定 。

“

它

是我国 目 前 已知的最早 的集挢梁 、 渡槽于
一

体的复

合型桥梁设施
”？

。

其次是水渠穿越宫城墙进入宫城的设计 ：

“

通过第

二道宫城西墙时 ，使用了双层水道的方法 ，
即水道内壁

中部用石板隔开 ，使其成为上下两层 ，

… …这种分层设

施既可使水畅流 ，
又可防止外人顺水道出入

”？
。这种上

下水道分层的安防设计思想 ， 体现了古人对城址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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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最后整条水渠充分利用 了 当地的 自 然条件
，

“

对

于有利 的 自 然条件 ，
当 时的人们能 因地制宜合理利

用 了起来
，
把邙山做成北部天然的防御屏障

；
把商城

最重要的宫城放置在城南
，
并与古湖泊东西平行放

置
，
进而合理利用 了平原与湖泊的天然地势差

，
乘势

利导开挖了东西横贯整个偃师商城的水利设施
‘

几
’

字形水渠 。 水渠在商城内起到 的作用是不可估

量的
，
既有利于于农业 的灌溉

，
也提高了宫城 内 的消

防 、 娱乐和美化环境的作用 。

” ？

以上就是 ２ ０ １ ８ 年前偃师商城人１Ｃ水利设施的大

体认识 ： 偃师商城遗址与二里头遗址 同处于古伊洛

河的北岸
，
在偃师商城遗址的东南部有

一

个古代湖

泊——
“

鸿池
”

，
并且

“

鸿池
”

与环绕偃师商城大城四

周 的护城壕形成
一

个整体密闭 的循环防御水系 。 在

城市 中 南部有
一

条东西贯穿整个遗址并连接宫城皇

家池苑的人工石质水渠
，
此水渠东西两端都从东西

大城城墙上各 自 的城门门道卞方穿过
，
并且此水渠

在宫城东西两侧大致呈对称状分布 （
图 二

） 〇

三 ． 近年 工作 中 人工水利 的新收获

从 ２ ０ １ ８ 年开始
，
偃师商城遗址启动了新

一

轮的

勘探和发掘工作 ６ 三年来 ，
先后对小城西北部 、 ３ １ ０ 国

道以南小城以北区域 、 大城西墙沿线分别进行了勘

探
，
取得了

一

系列收获
，
其 中人工水利和 自然河流 的

图 三 偃师 商城遗址周 边古 河道位置勘探 图

勘探收获甚丰 （ 图 三 ） 。

在配合偃师商城环境整治工程
“

商都御苑工程
”

关于西城墙两侧游园步道的选址规划
，

我队在规划

区域 内遗址进行了普探工作 。在距西
一

城门南 １ ３ ５ 米

处新勘探出
一

条东西走向 的石质水渠 ？
，
该石质水渠

经追探后发现 ，
此水渠的分布与西

一

城门外 的石质

水渠非常相似 ，
都是从护城壕西侧约 ２ ０５ 米处的 南北

向河流东岸为起点
，
笔直向东延伸并穿越护城場和

大城西城墙
，

且一直向东延伸到现在塔庄村的民居

下
，
把勘探资料落实到 Ｇ Ｉ Ｓ 地图上后发现该段石质

水渠 的分布位置
，
与官城大水池西端的进水渠在 同

一

直线上 。 之后 又对护城壕外 的 南北 向河流东岸进

行了追探
，
发现此条河流略呈东北一西南走向

，
大致

与大城西城墙的走向
一

致
，

二者的 间距约 １ ８０
￣

２ ００

米 。

受新勘探出 的石质水渠 的启迪 ，
我们对于原先宫

城东部排水渠拐折处呈
“

丁
”

字状的分布有了新的思

考依据 ： 是否与西部的新发现
一

样
，
存在

一

条与宫城

大水池东端排水渠在同
一直线上的东西向水渠呢 ？

２０２ ０ 年秋 ，
我们对

“

丁
”

字形水渠 的最东段进行

了发掘
，
经发掘证实此段水渠分为 早 中 晚 ：三期

，
其 中

中晚期为石质水渠 ， 并且此段石质水渠只分布到了
“

丁
”

字水渠就截止了
；
早期 为土质并在土质水道两

壁 中 间埋设木桩
，
早期土质水渠沿着

“

丁
”

字东端
一

直 向东延伸 ，
由于水渠是土质构造 （

图 四
） ，
无法再进

行追探下去 ，
因而其向东 的延伸线上

，
尤其是穿越小

城城墙段将是今后 田野工作的
一

个重要内容 。

在清理
“

丁
”

字水道 的 同 时
，
对宫城东 围墙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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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明

图 四 宫城东部
“

丁
”

字水道 的航拍
（
左 东右西

）

段也实施了普探工作 。 并勘探出
一

条与宫城东宫墙

基本平行的 南北向水渠 ， 并且这段水渠有多处拐折 ，

而且这些拐折处刚好与宫城内原先单独向宫城外排

放的水渠都在 同
一

直线上
，
并且拐折的数量与宫城

内原有 向东排放的水渠数量和对应关 系都
——

对

应 。 至此明 白了之前宫城内各个单体宫殿的水渠 向

东都是汇聚到这条南北向 的水渠内 ，
然后 与北部通

往城外的水渠相联通 ，
形成

一

个封闭 的水利系统
；
经

勘探表明这条南北 向水渠 的南端在宫城西南角外又

变成了 向西 的走向
，
并与宫城南墙相平行 ， 据此现象

并根据以往宫城南部 、 西部的排水沟向外排放的发

掘资料 ， 推测其宫城墙外很有可能也都存在着
一

条

各 自 的水渠把宫城内流出 的水汇聚起来
，
并且这些

水渠 围绕着宫城西墙 、 南墙和东墙分布 ，
形成

一

个反
“

ｎ

”

字形 。 这些推测的验证也将是今后我队 田野工

作的
一

个重要内容 。

四 ．城市布局 的新认识

１ ．对小城布局 的新认识 ：

从 图 三勘探古代河流分布可知 ，
偃师商城小城在

选址时
，
选择在两条南北 向河流 的 中 间 ，

并且东部南

北 向河流与东南
“

鸿池
”

相连接 ，
从而有效的利用 了

天然的河流屏障
，
使得城市 的防御大大的加强

，
并且

与六 、 七千米之外的二里头遗址形成了隔河 （ 西侧南

北向河流 ）对峙的局面 。 但这样的选址也为后期偃师

商城大城的扩建造成了地理上 的局限性 ， 使得偃师

商城大城 因地理条件限制没有了 向西扩建 的空 间 ，

而只能被迫选择向东北扩建 ，
从而造成大城呈

“

菜

刀
”

状 的城市布局形制 。

随着新水渠 的发现
，
尤其是宫城东部的发掘表

明 ： 在石质水渠的卞方还有
一

条年代更早 的土质水

渠
，
从现有出 土资料看 ，

此条水渠 的建造年代不晚于

偃师商城商文化第 ３ 段
，
其上限年代 目 前缺乏相应

的遗物
，
故无法做出准确的年代判定 。 因此这条土质

水渠也有可能是偃师商城商文化第
一

期 的 ，
与偃师

商城小城或许是 同时的 。 从以往的资料看 ，
水渠通过

城墙时都与城门是共存 的
，
因此这条土质水渠在穿

越小城城墙处是否也有城门共存呢 ？ 那么其北部的
“

几
”

字形水渠穿越 的小城城墙处也是否有城门 ？ 这

些疑问都将给小城 的城市布局带来极大 的变化 ，
因

此 由这些疑问带来的 田 野工作也将是以后工作 的 重

要突破点 。

２ ．对大城布局的新认识 ：

首先是大城护城壕 的水源 ： 从上文可知在 １ ９％

大城东北隅发掘 中 曾勘探有
一

处古河道流入护城壕

内
，
但其注水点偏东 。 而现 已探明 的石质水渠 虽然都

是从城址西侧南北向河流 中 引水人城 ，
但其位置也

都偏于城址的南部
，
从城址西北高 东 南低的大

致地形走势看 ，
护城壕 内 的水源还应该至少存在着

一个在西北位置的注水 口
，
如果没有 当 时古河道 的

流入 ，
那么在大城西北也势必存在最少

一

条人工水

渠来引水人壕 ，
这也需要今后工作来验证 。

其次是这些石质水渠经现有 的遗物初步判断都

是在偃师商城商文化第 ３ 段之后
，
都是与偃师商城

大城是同时的 。 如此多的水渠引水入城 ，
如果仅仅是

为 了满足宫城大水池 的水源
，
那么其 中 的

一

条大致

就足够了 。 因此这么多 的水渠是否与 当 时农业灌溉

需求有关呢 ？ 旱作农业 的农 田 又将如何用发掘来鉴

定
，
这对 田野发掘也相应的提出 了更多 的标准和技

术方法等难题 。

３ ． 对宫城布局的新认识 ：

从现有的勘探资料表明 ： 宫城内原先各 自单独排

放的水渠并不是孤立 的遗迹
，
它们之间极大可能通

过宫城墙外 的水渠有机 的统
一

的联系成
一

个整体
，

这种水利布局应 当是建城前人为有意设置的 。 如果

把格局再放大
一

些的话
，
那么位于城址西南隅府库

建筑群 （ Ｊ
２ ） 内原先向东的水渠距离宫城西墙外 的 南

北 向水渠也并没有多远
，
它们之间是否也通过沟渠

－

１ 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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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接并与之形成
一

个整体呢 ？

４ ．对道路系统的新认识 ：

偃师商城遗址范围 内 的道路 ， 目 前除了环城外路

和环城内路外
，
几乎都没有保存完好的路土堆积 ，

只

是在西
一

城门外水渠 的两侧发现了
一

条东西向
，
由

南北两侧路沟标明其宽度的完整道路？
， 城内其余地

点的道路 目 前基本都没有找到 。 初期勘探时发现的

南北 、东西向道路后经发掘确认均为晚期道路 。 这与

二里头宫城周边
“

井
”

字形道路系统形成了巨大的 反

差 。 我们认为偃师商城遗址范围 内也应 当有 自 己 的

道路系统
，
城门与城门之间

，
给排水设施附近应 当 有

相应的道路存在 。 但由于路土堆积遗存的差异 ，
造成

仅靠勘探是无法判定道路的具体分布情况
，
而依靠

大面积 的 田野发掘去寻找道路也是不现实 的 。 那么

可否从 已探明 的水利设施入手 ，
以寻找跨越石砌水

道的设施为突破 口来寻找东西向或南北 向道路遗迹

呢 ？ 跨越水渠 的设施是否就是 当 时的道路系统的
一

部分呢 ？ 我们认为这是
一个可行的工作方 向和研究

思路 。

五 ． 结语

偃师商城近年来水利设施方面的新收获
，
改变了

以往对整个偃师商城整体布局的认识
，
不仅丰富了

小城时期 的 内容
，
也对大城的布局提供了新的认识

视角 。

与此 同 时
，
与水利设施息息相关 的城门 、道路系

统
，
由于有了水利设施的 网络状分布布局 ， 拓宽了对

城门 、道路的研究思路
，
也大大便利了今后对城门 、

道路等遗迹的 田野探寻和关键遗址处发掘地点的选

择 。

偃师商城新发现的水利设施
，
使得我们重新认识

到 ，
现有 的发现只是整个偃师商城时期庞大 、 复杂 、

有规划的人工水利网络的
一

部分 ，
它的规模之大和

设计之巧妙 ，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

，
在夏商时期 的遗

址 中 是绝无仅有的 ！ 它体现了 当时王权政府超高 的

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能力 ，
也体现出 当 时超强 的对

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能力 ：

“

几
”

字形水道天然的近

千分之三的落差也正好符合现代科学的导水比例 。

偃师商城水利设施网络的发现 ，
增加了古代城市

规划的 内容 ，
深化了 古代城市规划的 内涵 ；

为夏商城

市水资源利用和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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