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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秦汉中原地区水井类型及地域分布探究∗

尚 群 昌

摘　 要：秦汉时期，水井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更加广泛。 根据考古发现，秦汉中原地区水井按垒制材料可分为

土井、瓦井、陶圈井和砖井，以环嵩山地区、南阳盆地和黄淮平原西南部最为集中，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

区、经济发达的城市中，以及冶铁、制陶手工业作坊区，这反映了当时冶铁、制陶等手工业的分布与发展情况，也与

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繁荣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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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井作为获取地下水资源的重要方式，使得它

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秦汉时期水井逐

步在生产和生活领域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笔者将考

古发现的秦汉时期中原地区①水井的地域分布状况

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以便能够更深入地认识中原

地区秦汉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一、秦汉时期中原地区水井的类型

对水井类型的分类研究，学术界诸贤做了很大

努力。 刘诗中《中国古代水井形制初探》认为中国

古代水井的形制从发展趋势来讲是由浅井到深井。
由土井到木构井，再到陶井和砖井。 井口由土井小

口到土井大口，陶圈井由小口到大口，而砖券井又是

由大口变小口。②张子明《秦汉以前水井的考古发现

和造井技术》将水井分为土井、竹圈井、陶圈井、木
构井等。③黄渭金《刍议水井起源》认为新石器时代

长江下游地区有木构方形浅井、圆形或椭圆形浅井，
竹箍苇编浅井和木筒浅井，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圆形

或椭圆形深井、木构圆形深井和木构方形深井等形

制。④贾兵强《先秦时期我国水井形制初探》从水井

形制方面将先秦水井分为方形井、圆形井和不规则

形井，从建筑材料方面将水井分为木井、土井、竹井、
陶井、瓦井和复合形水井。⑤这些分类研究对于进一

步研究和认识水井颇有启发。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依据笔者系统整理的考古

发现的秦汉中原地区水井井圈的材质⑥，将其分为

土井、陶圈井、瓦井、砖券井等。
土井。 土井一般是土中挖井，井壁不需要另行

加固。 河南省新安县盐东村汉代仓库建筑遗址发现

土井 ４ 眼，均为圆柱形，平面直径 １．２ 米左右，两侧

有脚窝，最深清理 １９ 米。⑦

陶圈井。 陶圈井是在建造土井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制陶工艺的发展，陶圈井

逐步推广。 杨宽先生认为，大体上战国时代的“陶
井圈”高而径小，西汉时期的“陶井圈矮而径大”。⑧

陶圈井的建造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陶圈在已

挖好的土井中叠筑起来，另一种是在挖井的过程中，
随着井穴的挖深，逐渐在上面叠筑新的井圈，直至井

挖好为止。 河南省遂平县小寨汉代村落遗址发现陶

圈井 １６ 眼。 陶井圈呈筒状。 直径 ０．７５—１．１ 米、高
０．２８—０．３８ 米、厚 ０．０１７—０．０３ 米。 外壁较直，饰垂

直粗绳纹或稍细绳纹。 内壁两头稍凹，为素面、麻点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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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格纹。 陶质大部分为沙质灰陶，也有泥质灰陶，
有的里面羼有少量稻壳，一般都很坚硬，有的井圈上

面有孔。⑨

瓦井。 西周时期就使用了瓦，春秋战国时期瓦

的制作和使用迅速推广，秦汉时期，瓦的制作和使用

有了进一步发展，形状都比较规整。⑩瓦井的建造方

法是：先在地上挖一土井，然后用陶制瓦圈一节一节

垒砌成筒状，直到一定深度的水位为止，土井与瓦圈

外壁之间用土或碎陶片填实，构成瓦井。河南省泌

阳县板桥村附近发现圆筒形瓦井 １ 眼。 井的筑法是

特制的圆筒形，重叠相接而成，筒外饰斜绳纹，内壁

素面无纹饰。

砖井。 秦汉时期，发明了以长方形砖为主的小

型砖，小型砖均是实心，呈长方形或正方形，长度为

２０—３０ 多厘米。 汉代大量使用的是长方形砖，长方

形砖的长、宽、高有一定比例，一般来说，长与宽的比

例是 ２ ∶ １，宽与高多为 ４ ∶ １。 小型砖一出现，就被

广泛应用。 为增加券顶强度，又有专门用于发券的

楔形砖和子母砖。砖被用于水井砌壁，出现了砖

井。 砖井的井壁更加坚固、光滑，井水更为清洁。 河

南泌阳板桥村附近发现砖井 １０ 口。 就砖的结构分

为 ５ 种，有 ３ 口弧形子母榫砖券井、３ 口弧形砖券

井、１ 口竖立子母砖井、１ 口五角砖井和 １ 口八角砖

井及 １ 口碎砖券井等。

水井作为人类创造的供水系统，早在 ４５００ 年前

的黄河流域就已经出现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
类生产生活需要和凿井技术的创新，中国古代水井

建造材质由土井到木圈井，再到瓦井、陶圈井和砖券

井。 井圈的使用，既可防止井壁坍塌又可使井水清

洁，有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

二、秦汉中原地区水井分布地域差异

１９４９ 年以来，考古发现的秦汉中原地区水井数

量较多，分布较广。 笔者曾对秦汉中原地区水井做

了较为系统的整理，这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
但归纳起来以下地区均有秦汉水井的考古发现，如
河南省郑州市的登封市、荥阳市、新郑市和中牟县；
洛阳市西工区、新安县和孟津县；南阳市宛城区和邓

州市、方城县、南阳县、唐河县、新野县、西峡县和淅

川县；平顶山市鲁山县；濮阳市清丰县；三门峡市灵

宝县；商丘市睢县；周口市扶沟县和西华县；驻马店

市泌阳县、确山县、汝南县、上蔡县和遂平县；信阳市

固始县和潢川县。 从以上举例可以发现，河南省的

１８ 个省市辖区，除新乡、焦作、许昌、漯河、开封、鹤
壁等外，均有秦汉水井的发现。

从上述地区考古发现的水井来看，主要聚集分

布在郑州、南阳、驻马店、信阳、洛阳、平顶山等地区，
以黄淮平原西南部、环嵩山地区和南阳盆地最为集

中。 由此，归纳秦汉时期中原地区水井的地域分布

有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河南南部、淮河上游的黄淮平原西南部一

些经济发达的城镇和地区发现大量的秦汉水井，这
一地区与汉代汝南郡大致对应。 该地区发现的秦汉

水井遗迹主要有：驻马店市泌阳县板桥古井、确山县

安昌故城、汝南县灈阳故城、上蔡县西岸集遗址、遂
平县小寨汉代村落遗址、汝南县慎阳故城、正阳县齐

寨遗址、信阳市固始县凉亭遗址、固始县桃花遗址和

潢川县胡围孜遗址。
其次，环嵩山地区秦汉手工业遗址发现了大量

的水井。 主要有：郑州市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登封

市王城岗遗址、新郑市郑韩故城、新郑市摩托城汉代

遗址、新郑市华瑞路汉代遗址、新郑市市直中学两周

至汉代遗址、新郑市新建路派出所战国至汉代遗址、
郑州市荥阳关帝庙遗址、荥阳后真村遗址、中牟县三

官庙乡孙庄村、平顶山市鲁山县望城岗汉代冶铁遗

址、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和孟津县新庄汉代烧窑遗

址等。
最后，南阳盆地是秦汉水井遗迹分布较为集中

的地区。 南阳市又是南阳盆地水井分布较为集中的

地区，南阳西南部邓州市、东南部唐河县、南阳东部

西峡县、淅川县和新野县也发现有水井。 新野县位

于湍白河交汇处，邓州市和唐河县分别位于湍河、唐
河之侧，因此南阳盆地发现的秦汉水井分布在靠近

河流的比较重要的城镇。 主要有南阳市宛城遗址、
南阳县杨官寺遗址、谢庄遗址、小柿园遗址；邓州市

南古县村、杜集遗址、穰东遗址、涅阳故城、乐成县故

城、白庙岗遗址；新野县老关庙遗址、棘阳县故城、东
沙堰遗址、下官营遗址、新都故城、南王庄遗址；唐河

县前王庄遗址、湖阳东北遗址和马营遗址；西峡县析

邑故城、淅川县马岭汉代遗址和方城县梁城城址等。
综上所述，秦汉中原地区水井集中在黄淮平原

西南部、环嵩山地区和南阳盆地。 秦汉水井分布在

这些地区的水陆交通发达的城市、城镇，也多发现在

手工业作坊区，特别是冶铁和制陶作坊集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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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汉中原地区水井地域分布特征形成原因

秦汉中原地区水井主要分布在黄淮平原西南

部、环嵩山地区和南阳盆地的农业经济区、经济发达

的城市中，以及冶铁、制陶手工业作坊区，这说明该

地区水井除满足人们生活、灌溉用水的需要外，还用

于手工业生产，这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人口和

城市发展等多种因素有关。
首先，秦汉中原地区的水井多分布于黄淮海平

原农业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 农业一直是经济发

展的基础，而农业发展又主要依赖于水利建设和发

展的程度。 由于农业发达，水井广泛用于农业灌溉，
越是农业发达的地区，人口越是密集。 这是秦汉时

期水井集中分布于农业经济区的主要原因。 两汉时

汝南郡不但有发达的粮食种植业，也有家庭养殖、果
蔬栽培等多种经济形式，“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
衍它郡”。 汝南人周燮“非身所耕渔则不食”。
“汝南南顿张助，于田中种禾，见李核，意欲持去，顾
见空桑中有土，因殖种，以余浆溉灌，后人见桑中反

复生李”。
水井在农田水利系统中，不仅补充了地表径流

的不足，而且提高了灌溉农田的效率。 井灌与渠灌

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是农田水利的主要形式之一。
自新石器时代，水井就已用于农田灌溉。 据考古发

现，驻马店杨庄遗址发现龙山时期水井和标本层

位中采集到大量水稻植硅石。 杨庄遗址紧靠练江

河北岸，为高于周围地表 １—２ 米的漫坡状高地。 在

河岸台地发现水井和稻作物，说明龙山文化时期杨

庄已经具备原始农业灌溉体系。 秦汉时期，水井灌

溉更加普及。 东汉王充《论衡·自然篇》载：“汲井

决陂，灌溉园田。” 《氾胜之书》载：“天旱，以流水

浇之；树五升。 无流水，曝井水杀其寒气以浇之。”

河南泌阳县板桥村发现古井 １１ 眼，从井底出土有双

耳陶罐等汲水器，在一口砖券古井附近发现一段水

道。从板桥遗址发现的水井和水道遗迹来看，该水

井可能用于灌溉。 在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迹发现一

六角形砖井。 直径 ０．５５ 米，砖砌，井口有井盖，并有

压辘转轴的椿石，井两侧有灌溉用的砖砌水道，残长

１．５ 米。

汉代汝南郡是重要的农业经济区，水利工程的

修建颇受重视，大量水利工程的修建，为经济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如西汉初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

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
佗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 《后汉书》
载鲍昱为汝南太守时，“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

常三千余万。 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

多，人以殷富”。 汝南郡的农田水利工程及众多的

水井共同组成综合性灌溉水利系统，促进了农业的

发展、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
其次，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铁器和冶铁业发展

的高峰时期，由于社会各领域的普遍需求、商业的发

展和冶铁技术的进步，秦汉时期冶铁业在全国迅速

发展起来。 据考古资料，秦汉时期冶铁遗址发现 ３０
余处，位于河南省的冶铁遗址约占半数，这说明汉代

中原地区冶铁业比较发达。 冶铁遗址用水依靠水井

和蓄水池，近河遗址则利用河水。 汉代铸造铁器广

泛采用范铸技术，制作陶范、铸铁沙型和堵口耐火泥

团等作业都需要加入适量的水。 为保证炼铁炉不致

烧毁并延长炼铁炉各零件的工作寿命，需要用水对

炼铁炉进行冷却。 在冶铸过程中水仍然是必需的，
如将红热锻铁迅速淬入冷水，会变成坚韧的好铁。
铁水流出铸成块锭后，需要泼水来加速冷凝；为及时

清理，渣水流出后也需要泼水冷却。 在炼铁炉附近

挖凿水井和水池，能及时保证冶炼过程中各项用水

需要，这种布局是非常合理的。河南鲁山县望城岗

汉代冶铁遗址发现有一椭圆形炉炉基，及倒梯形炉、
陶窑、房基、水井和圆形贮水池遗迹，这里的水显

然是供冶铸之用。 郑州市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现

炼铁炉炉基 ２ 座，与冶炼有关的重要遗迹水井 １ 口，
水池 １ 个，窑 １３ 座等。水井等设施的设置正是因

为冶炼铁器用水的需要。
制陶遗址发现了大量的水井，可以推测水井在

制陶作坊有了广泛的应用。 秦汉时期，由于建筑用

陶和日常生活用陶需求量的扩大，制陶作坊的规模

相当庞大，例如泥范、陶范的制作，将天然泥沙料用

水调和，制作铸范后，经自然干燥或低温堆烧，铸范

硬化后即可浇铸。 东汉王充《论衡·物势篇》云：
“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范为形，故作之

也。”意思是用泥沙黏土与水调和，做成泥模泥范，
组成铸型。 水井靠近陶窑，方便了陶工制作陶器时

拌泥、淘洗与烧窑等工序的大量用水。 就地取水不

仅意味着制陶生产工序和产品的增加，更重要的是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在新郑市郑韩故城东北部，清
理汉代陶窑 ４ 座，汉代水井 ２ 眼，表明这里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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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制陶作坊区之一。 在郑韩故城西城区中北

部，发掘水井 ７ 口、作坊 １ 处。 在发掘区北部发现排

水管道，管道周围分布有几口井，井比较浅，发掘者

认为水井为临时储水用。 根据出土遗物，发掘者推

测这里是一处较大规模的制陶作坊遗址。河南省

荥阳市后真村遗址发现的遗迹有陶窑、灰坑、水井、
沟等。４ 眼水井多分布在陶窑附近，考古发现井底

出土有大量遗物，主要有汲水用的陶器如陶罐、陶壶

等。 陶窑的周围分布有同时期的水井、灰坑，水井应

为烧窑供水之用。
第三，秦汉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化倾向

的发展，更多的人居住在远离水源的地方，城市规模

越来越大，对水井的需求更加迫切。 秦汉时期的南

阳盆地是连接南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形成了“西通

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推淮引湍，三方

是通”水陆并臻的局面。 南阳郡在秦朝末年就是

“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 据

《汉书·地理志》载，南阳郡“户三十五万九千三百

一十六，口一百九十四万二千五十一。 县三十

六”。 据 《续汉书·郡国志》 载：东汉永和五年

（１４０），南阳郡有户 ５２８５５１、口 ２４３９６１８，是东汉时期

人口数量最多的郡国。 宛，隶属于汉代的南阳郡，因
是光武帝刘秀的家乡，更是以其独特的政治优势迈

进了经济的大发展中。 《东观汉记》曰：“光武中兴，
都洛阳，又于南阳置南都。”在南阳市宛城遗址发

掘水井 ３ 眼，出土有陶罐、陶壶等遗物。南阳、方
城、唐河、邓州、新野是南襄隘道上的重要城镇。 方

城县博望镇老街发现一座汉代城址，城内出土大量

汉代遗物，包括井圈、水管道等，西部残留有城墙遗

迹。推测可能是汉代博望侯国及博望县故址。 邓

州市区东部一带，发现汉代城址一座，城内发现大量

汉代遗物和道路、房基和水井等遗迹。 发掘者推

测这里可能是汉代穰县所在。 根据考古发现水井位

置，结合井内出土有大量汲水器来看，这些水井主要

提供生活用水。 南阳盆地城市工商业发达，经济繁

荣，人口密集，生产生活对供水量有较大需求，饮用

和洗涤用水对水质的要求较高，井水是清洁健康的

食用水，这就基本上决定了水井的数量与密度。
《太平经》卷四五《起土出书诀第六十一》云：“一大

里有百户，有百井；一乡有千户，有千井；一县有万

户，有万井；一郡有十万户，有十万井；一州有亿户，
有亿井。”虽然文中有所夸张，但足以证明水井是

建宅必不可少的设施之一。
除生活用水外，井水还被用作城市的消防用水。

秦汉时期对消防水源的建设相当重视，在城市里已

开辟了专门用于灭火的水井。 汉代刘安《淮南子·
兵略》载有“夫水势胜火，章华之台烧，以升勺沃而

救之，虽涸井而竭池，无奈之何也。 举壶、榼、盆、盎
而以灌之，其灭可立而待也”。 １９６０ 年，在河南偃

师出土东汉时期的“东井戒火”陶井，井栏上有片

亭、滑轮，轮上的两只陶制水罐，十分完整，现藏河南

博物院。 说明汉代人们有了很强的消防意识，水井

是重要的消防水源之一，在城市中也可能已开凿了

专门用于灭火的水井。
秦汉时期居址数量与水井数量是同步增长的。

中原地区地理位置的优越，决定了其战略和经济地

位都具有全国意义。 冶铁技术的先进，水利设施的

发达，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促进

了商业繁荣，为城市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城
市的发达，势必使得中原地区水井数量大量增加。
总的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水井的功能呈现出多样

化的特点，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对秦

汉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直接或

间接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水是生命之源，是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条件之

一。 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水的需

求及利用方式越来越广泛化和多样性，一些适合发

展冶铁、制陶等手工业的地方，自然水源已经不能满

足生产的需要，水井这种具有天然优势的汲取地下

水的利用方式就成为各手工业中心的主要选择。 那

些交通发达、城镇兴盛、人口众多及农业经济发达的

地区，对水井的需求也大大增加。 用水需求的普遍

性受环境、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随
着地域的变化而存在利用方式的差异性，因而不同

地域的水井所具有的意义也不尽相同，秦汉中原地

区的水井分布呈现出了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总之，
秦汉中原地区水井的地域分布特征，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当时该地区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的一个指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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