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出土文物谈诸葛亮在汉中的军屯

郭 清 华

一九七八年
,

勉县老道寺清理发掘出一批古墓葬
,

其中四号墓属于三国时期的夫妻合葬
。

蓦中共出土各类文物六十余件
。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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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极为珍贵
。

陶破池
,

一件
,

绿 色 铅釉
,

红陶
,

园形
,

直壁
、

平底
。

直径 3 6
、

高 9
、

壁厚 1
。

5 厘

米
。

池内塑有荷叶
、

莲花和含苞待放的荷花
。

荷叶上蹲一只青蛙
,

似觅食而作欲跳状
。

池内

分布塑有鲤鱼
、

螂鱼
、

鳃鱼
、

鳝鱼等各一
,

龟
、

鳖各一
,

蛙四
,

螺狮三
,

菱角一
。

池坎上还

有鸭子
、

蚂蛾
。

陶水塘
,

一件
,

长方形
,

红陶 白衣
,

直壁
、

平底
。

长 32
、

宽 25
.

5
、

高 7
、

壁厚 l 厘米
。

他内白衣上残存几道不规则的墨色笔迹
。

塘的一角
,

塑有一只青蛙
。

冬水田 模型
,

一件
,

正方形
,

绿 色铅釉
,

红陶
、

直壁
、

平底
。

边长 31
.

3
、

高 5
、

壁厚 1
.

5

厘米
。

田内有五条不规则形 田埂
,

将 田面分为大小不等的六小块
。

在田块中
, 塑有青蛙

、

鳝

鱼
、

螺蜘
、

草鱼
、

鳖
、

卿鱼等鱼类
。

持铺农俑
,

三件
,

红陶两件
,

灰陶一件
,

是当时耕作者的形象
。

红陶插俑高 25
、

宽 7 厘

米
,

头戴高璞头园巾平顶幅
,

身穿园领窄袖长衣
,

衣襟为燕尾状
,

足下为园筒状
,

双手于胸

前握一插
。

铺高 13
、

把长 8
、

插宽 2 厘米
。

灰陶插俑
,

头戴园帽
,

后高前低
,

身穿园领窄袖

长衣
,

细腰
,

下为喇叭形
,

双手握插于胸前
。

高 21
、

腰宽 4
、

喇叭 口 长 7
、

宽 5 厘米
。

插高

9
、

把长 6 厘米
。

纵观这批三国蜀汉墓所出的文物资料
,

与诸葛亮在汉 中北伐期间的军屯耕战措施
,
有着

密切的联系
。

建兴五年至十二年 (公元 2 2 7

—
2 3 4 年 )

,

诸葛亮率 军来到汉中
, “

屯于污阳 ”

② (今勉县 )
, “
营污北

、

阳平
、

石马
” ③ (即今勉县的汉江北

,
老城镇至旧 州铺一带 )

,

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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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勉县则是诸葛亮北伐的前线

指挥部和蜀军屯集的重地
。

诸葛亮兴师北伐
,

十万军队屯集汉中
,

首先应考虑的是粮草轴重问题
。

就 当时的历史条

件而言
,
西蜀虽号为

a
天府 ” ,

有丰富的物质资源
,

但距北伐前线有千里之遥
,
远输艰辛

,

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
因此

,

诸葛亮在汉中因地制宜
,

分兵屯田
,
解决军需

。

诸葛亮在汉中实行军屯耕战
,

究竟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

上述出土文物提供 了实物参考

资料和新的研究领域
。

据此
,
谈几点看法

。

1
、

设置 “ 督农
” 官吏

,
兴修水利

,

增筑映池
、

塘库等水利设施

汉中盆地
,

气候条件优越
,
水利资源充足

,

主产稻
、

麦
。

挖塘修渠
、

筑坝开堰
, “

通沟读

蓄破泽
,

所以备旱
”声

·

④本利工程设施是汉中盆地历来发展生产
,

夺取粮食丰收的根本保证二
出土的陶肤池

,

就是陕南浅山乓眺地区修筑的蓄水设施的象征
。

按《说文
·

通训定声》释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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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旁日破
” , “

肤
,

泽障也
” 。

这种水利设施
,

依隽池狐
.

多近园形
,

其面积虽然不大
,

蓄水量小
,
但对丘陵地带的农 田灌底十夯适应

。

出土的淘肢塘
,
是陕南平坦地带的另一种小

型蓄水设施
,

多为方形而规整
,
分布面广

,

对平川农田灌溉较有实效
。

上述破
、

塘模型
,

是

蜀汉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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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⑤后 来 ,

为加强北伐的军需供应
,

又令杨仪在汉中
“
规划分部

,
筹度粮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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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⑦这些文物表 明
,

诸葛亮当年除整修

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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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行军屯二

汉 中的水福产区
,

主要在盆地平原及汉江干
、

支流的沿岸
。

其稻田有两个类型
,

一类是

平原上的两季田
, 一年产一稻一麦 , 另一类是浅山丘陵地带的冬水田

。

后一类水田 因受气侯

与特定环境的影响
,

一年只种一季稻
,

所以又叫一季 田
。

冬水田多因地势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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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督农

”

和军屯的主要生产形式是种田
,
而

“
筹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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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的

重要条件
。

诸葛亮的军屯 ,
除耕种当时无主田 地及当地居 民同耕作

,
还开拓新的田地

,

其中

就包括占一定 比 例 的 汉江谷地丘陵地带的冬水田
。

据《诸葛亮集
·

遗迹篇》载
: “
黄沙屯

,
诸

葛亮所开也
” 。

黄沙在今勉县东二十五里的汉江北岸
,
南北两岸为丘凌地带

,

也是
“

开
”

的范

畴
。

所以
,
诸葛亮当年开

“

黄沙屯
” ,
当是因地制宜开垦丘陵地带的冬水田

,

因为
,

靠近汉水

两岸的平川 田地早已有之
,
不在

“

开
“

的范围之内
。 “

屯
” ,
应是指诸葛亮北伐军的军屯

。

另据

《 诸葛亮集
·

文集 》 中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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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褒抖道狭谷内
,

从自然环境来看
,

所电之田也只能是新开拓的冬水田形式
, “

屯
”

无

疑足指军屯
。

从考古资料来看
,

三国 以前的两季田 模型在勉县
、

⑧汉中⑨出土过
,

但是
,

三

国蜀汉的冬水田 (即一季田 ) 模型除在勉县发现外
,

其它各地墓葬文物中不见有例
。

据此推断
,

冬水田这种稻田 形式
,

属于诸葛亮军屯时首创于汉中一带
,

而沿袭至今
。

3
、

实行军民合耕

出土的三件持插俑中
,

两件红陶持插俑
,

其衣著
、

造型与另一件拓陶镭俑有明显差异
。

灰陶俑的衣著和细腰及下部喇叭形
,

是汉墓中仆俑的常见者
,

应属于当地耕农的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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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其数量而言
,

红二灰一
,

说 明军士多于当地居 民
。

插
,

是汉代的主要农具
。

从诸葛亮当年军电的数量和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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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百姓安堵

, 军无私焉
” 。

L由此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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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域宽涌
,

水利资源十分丰富
,

养鱼和栽植水生植物有着悠久的历史
。

`

特别是汉中的塘库
、

水池和稿田星罗棋布
,

是养殖水生动物与水生植物的好地方
。

在蜀仅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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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冬水田模型中
,

不但有青蛙
、

螺蜘
、

菱角等
,

还有鱼类
。

在陶破池内
,
有荷花

、

荷叶
、

菱

角等水生植物
,
亦有鲤鱼

、

螂鱼等鱼类
。

这些水生植物和动物
,
再现了蜀汉当时在汉中发展

淡水养值业的景象
。 ·

诸葛亮在汉中
“
休士劝农

” 、 “

分兵屯田
” ,
对发挥汉中淡水养殖业的优越

条件
,

在稻田与池塘中繁养鱼类和栽植莲藕等水生植物
,

他也没有放过
。

汉中丰富的水生资

源
,

无疑为当时北伐军的生活提供了方便
,

而冬水田中的养殖业
,

有可能始于诸葛亮在汉中

的军屯生产措施中
。 、 一 _

哪

另外
,

在出土文物中
,

还有陶鸡
、

滑石猪
、

陶狗
、

盘角羊
,

鸭子等
。

这些家禽家畜
,

反

映了当时家庭养殖业的繁盛
。

众多的家禽家畜
,

除满足本地人们的生活需要
,

也必然为者葛

亮的北伐军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副食品
。

由于诸葛亮充分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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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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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O 这正说明了诸葛亮在汉中
“
休士劝农

” ,

实行军屯耕战后收到的良好效果
。

注释 :

①郭清华 : 《陕西勉县老道寺四 号汉墓发振 简报 》
,

载 《考古与文物》 1 9 8 2年第二

期
。

②
、

L 《三 国志
·

蜀志
·

诸葛亮传》
。

③ 《三 国志
·

蜀志
·

后主传 》 .

④ 《汉书
·

沟

渔志》
。

⑤ (( 三国 志
·

蜀志
·

吕义传》
。

⑥ 《三 国志
·

蜀志
·

杨仪传》
。

⑦ 清 《 一 统

志 》
。

⑧ 邹 清 华 : 《侠西勉县老遗寺汉墓》
,

载 《考古》 1 9 8 5年 第五期
。

⑨秦中行 :

《记汉中出土的汉代波澎模型》 载 《文物》 1 9 7 6第三期
。

@ 《晋书
·

宣帝纪》
。

f蔚 嗒、 叶目申声 、 小
.

妇
,

在 1 9 8 6年春缓花开的 4 月 8 日
,

成都大学与式侯祠博物馆联合举行 了一次学术讨论

会
,

围绕 关于
“

三 国与诸葛亮
”
的史学

、

文学问题展开 了热烈 的讨论
。

我们 以这次会议收到

的论文为主
,

适 当吸收部分来稿
,

编拜 了这个专样
。

在采用的外稿 中
,

特地刊载 了1 9 8 5

年 n 月在成都召开的
“ 三国与诸葛亮国际学术讨论会

”
上

,
日 本东京女子 大学教 授 狩

野直祯和美国红约大学教授岁慕士 ( M os : R ob er t s ) 的两篇论文
,

两 位教授在研完兰国史

与 《三国演义 》 方面享有盛名
,

罗慕士先生 目前 应我国外文出版社邀请
,

正将 《三国演

义 》 全书译为英文
。

成都是 蜀国故都
,

诸葛亮是我国历 史上的杰 出人物
,

我们 出版这个专杯
,

希望将有

助 于衬三 国与诸葛亮的研究
,

促进学术交流
。

这个专钾 由成都大学常崇宜
、

李绍泽
、

刘摧 辉
,

式侯祠博物馆谭良啸
、

李兆成
、

刘

京华
、

贫游七同志组成编抖组
。

常崇宜
、

谭 良啸任主编
。
由于时间仓促

,

水平 与资朴有

跟
,

错误之处敬请指 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