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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良 高

水在人们的生产 、 生活活动 中不 可缺少
， 如何获得水资源 、 利用水资源 、 趋利避

害构成古今人们居住模式 的
一

个重要方面 ， 是决定人们选择居住地点 ， 如何规划聚落 ，

尤其是大型聚落 ， 如城市的一个因素 。 正如 《 管子 乘马》 所说 ：

“

凡立 国都 ， 非于大

山之下 ，
必于广川之上

， 高毋近旱 ，
而水用足 ； 下毋近水 ， 而沟防省 。

”

近的如元大都 ， 水系包括 由 高梁河 、 海子 、 通 惠河构成的漕运水 系 ， 由金水河 、

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体系 和排水系统 。 城外 ， 东边有滿水 （ 今潮白 河 ） 、 运河等提供

漕运
，
西边有双塔 、 榆河 、

一亩 、 玉泉诸泉水输入城内
，
保障生活用水 。

宋代开封城 因距离黄河较远
， 故开凿了 汴河 、 蔡河 、 五丈河等人工运河 ，

以解决

城市用水问题 。 开封也因此成为这几条人工运河交汇的 中枢 ， 水上交通的中心 。

唐代放弃汉长安城 ，
而选择在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原造新都城 ， 其中 原 因之一

就是

因为
“

汉营此城 ，
经今八百岁 ， 水皆咸卤 ，

不甚宜人
”

。

汉唐时期 ， 关中地区 的粮食产量不能满足都城人 口 的需要
，
必须利用黄河 、 渭河

从关东漕运大量粮食入关 。 西汉初年 ， 由关东运来的粮食每年约数十万石 ， 后来增 至

四百万斛 。 唐初 ， 每年运 到长安 的粮食约二十万石
， 到 了 中叶 ， 最高 曾 达 四百万石 。

为了漕运方便 ， 除了疏浚黄河河道外 ，
汉武帝还特意另开一

条漕渠 ， 由长安引 渭河南

岸东流 ， 在现在潼关附近人于黄河 。 这条漕渠长三百里
，

比在渭河 中行船省去六百里

的路径 。 唐代时 ，
因从关东漕运粮食到关中非常困难 ， 为 了解决长安城粮食短缺问题 ，

唐朝皇帝有时不得不带领 中央政府的官员
“

就食洛 阳
”

。 河流漕运在大型城市聚落 中的

作用 由此可见一斑 。

汉代长安城 ， 东侧有灞河 、 浐河 ， 西侧有沣 、 镐 、 谲 、 涝四河 ， 加之北侧 的渭河 、

泾河
， 被称之为

“

八水绕长安
”

。 西侧 四河距离汉长安城较近
， 成为长安城城市用水的

来源 。 在城西南 ， 利用原有湖泊低地修建昆明池 ，
通过昆明池调节 、 蓄积 四河之水 。

其中 ， 谲水傍长安而流 ， 提供长安城壕 、 城内生产 、 生活用水和宫廷生态 园林 、 辟雍

等礼制建筑用水 ，
而昆明池则通过蓄积其他诸水 以补充谲水之不足

⑴
。 汉长安城 以谲

水和昆明池为中心建成了包括蓄 、 弓 丨 、 排相结合的供水 、 园林 、 城壕防护与航运等多

种功能的综合性水利系统 。

唐代长安城的水系更为复杂 ， 其中 从南城引 水人城 的有两条水渠 ： 永安渠在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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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穿城而人
， 沿大安坊西街北流 ， 东西屈 曲 ， 最后经城北 的芳林门流人禁苑 ， 再入渭

河 ， 此渠供给沿河诸坊 、 西市和禁苑西部用水
；

清明渠在安化 门西侧穿城而人
， 此渠

引谲河水 ， 沿大安坊东街北流 ， 随地势高低东西屈 曲 ， 流人皇城 ， 又北流人宫城
，
供

给沿渠诸坊及皇城 、 宫城用水 。 城东南隅为曲江
， 是风景园林区

， 水从曲江北 口 流出 ，

流经数坊 ， 包括大慈恩寺 。 龙首渠在道正坊穿 城而入
， 西流入东市 ， 在北流 ，

以部分

供兴庆宫用水 ， 更多的水则 沿坊北流人大 明宫 。 在城 内 还有诸多分支小渠穿插坊里

之中
， 为人们的生产 、 生活提供便利 。

、

以上几例说明 了水在后期都城构成 中的重要地位和发挥 的巨 大作用 。 实 际上
，
在

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定居生 活时 ， 对聚落地点 的选择上就 巳 经凸 显 了对水系 的依赖 。

根据在陕西周原七星河流域的 区域调査成果 ， 我们发现从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 ， 遗

址都基本分布在河流两岸约 米的范围内 。 支流交汇处的 台地更是遗址密集分布 区 。

至西周 时期 ， 人们才开始向离河流较远 的 台塬 内侧居住 。 即使个别遗址离现在的河

道较远 ， 但从附近地貌 、 地层沉积现象看 ，

一

般也有古河道或湖泊水面 。 史念海先生

指出 ：

“

新石器时期的人还不会凿井取水 ， 所以选择居住地方不能远离河流沼泽等有水

的地方 ， 这大致已是一条规律 ， 到 目 前还很少看到 例外 。

”

尽管对于新石器时代是否

会凿井取水有争议 ， 决定人们沿河而居的原因 也不会仅仅是一种 ， 但史先生所提 出 的

这条规律大致是成立的 。

早 、 晚两端水与水系在聚落 、 都城构成中 的重要地位这
一现象也引 起我们对先秦

时期城市聚落 中水与水系 的分布及其作用的关注 。

一

、 城 市水 系 的 构 成

一

） 城市选址与河流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均选择在河流两侧的 台地上 。

中原地区

郑州古荥镇西山仰韶文化城址
， 北距现在的黄河约 公里 ， 南面有枯河 。 城址坐

落在枯河北岸二级阶地的南缘 。

河南淮 阳平粮 台 龙 山 文化城址位 于 沙河支流——新蔡河 （ 古鸿 沟 ） 的 西 岸 台

地上 。

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位于四周群 山与丘陵环抱 的盆地 中 。 西南有颍河 ， 颍河

的支流五渡河穿城而过 。

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溱水东岸 的河边台地上
，
东侧有洧水 。 城址位于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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洧二水汇流处 。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位于汾河与塔儿 山之间 ， 处于塔儿山 西麓 ， 西距汾河较远
， 东

高西低 。 发源于塔儿 山西麓 的河流 向西流人汾河 中 。 陶 寺遗址 内 由 于 历年水 土流失 ，

地表破碎 ， 沟壑纵横 ，
以东西走 向 的 冲沟为主 其中较大的两条沟 ，

一在陶寺村南 ，

称
“

南沟
”

， 更南的一条称
“

赵王沟
”

。 城墙东墙外有南河 ， 西墙位置处有宋村沟 。 这

些沟壑应该都与早先的河流 、 水道有密切关系 。

山东省五莲县丹土城址是
一

处包括大汶 口 晚期 、 龙山文化早期和龙 山文化中期

个连续扩展的史前城址 。 两城河 自 遗址西部绕北部向 东流入卡家河 。 其 中 ， 龙 山文化

城址发现有蓄水池 、 排水池和 出 水 口 等设施
°

。

山东省章丘城子崖龙 山文化城址位于泰山北麓的 山前平原上武原河东侧的 台地上 。

此台地是附近众多台地中最大的一个台地 。 武原河与护城壤相连接 。

山东省邹平县丁公龙 山文化城址位于一处 台地上 ， 其西 公里有孝妇河 自 南 向北

流入小清河。 城墙外有壞沟 ， 沟内有 淤泥堆积 。 由 于城址距现在 的孝妇河较远
， 护城

壕等城址用水的引 、 排水系统如何与附近主要河流连接起来的 将是今后城址考古 的一

项工作 。

南方地区

南方地区雨量充沛 ， 水面广布 ， 古代城址的选择与水不可避免地密切相关 。

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所在的徐家岗 高出 周边的平原地带 ， 澹水的一条支流经过城

址东门外 ， 城垣周边外侧有环壕 。 其中东城壕由 澹水支流的 一

段构成 ， 南边城壕连接

西边城壕 ， 沿着南垣转至南 门 ， 形成
一

片约 平方米的开阔地带 ， 东 与澹水支流相

连 。 自 然河道与人工河道相连 ，
组合成为集城址供水 、 护城与航运为一体的功能 。

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城址位于东 、 西两河之间 的土岗上 ， 城垣外侧有护城壕 。

湖北荆门 市马家院屈家岭
一

石家河文化城址也是位于丘陵 岗 地向平原的过渡地带 。

西 、 北 、 东北为丘陵所绕 ， 东港河紧靠遗址西侧 由 北往南经鲍河 、 长河注入汉水 。 城

外有环壕 ， 宽 米 。 城内
一

古河道 自 西北城门经城内 至东南门流 出 。 城壕似为人

工河道与 自然河道相结合而成 。

浙江余杭莫角 山 良诸文化城址西北有东苕溪经过 。

四川省新津县宝墩城址
， 东北距西河约 公里

，
西南 米处有铁溪河 由西北流 向

东南 ， 泗江堰支渠由 东北流向西南 ， 横穿遗址东北部 。

北方长城地带

由于降水量小 ， 人类居址的选择对河流的依赖程度更高 。 河套地区 的龙 山 时代城

址一

般均修在河流旁边的 台地上 ， 台地周边断崖外侧修建围墙 ， 故又被称为
“

台城
”

。

比如
，

凉城县老虎山 遗址南临 与岱海相连的低洼地
，

山坡西侧老虎沟内泉水丰富 ， 常

流不断 。 吴堡县后寨子峁台城遗址坐落于 座相互连接 ， 平面略呈
“

人
”

字形 的 山峁

上 ， 西侧有
一

条名 为清河沟的 小河 ， 河水 自 西北 向东南汇人黄河 。 关胡疙瘩遗址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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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黄河断崖
，
西侧为清河沟

，
东侧 为落 阳 沟 。 横 山县金 山寨遗址也位于 山峁 上 ， 北距

大理河约 公里
， 地处大理河支流

——

曾家焉河东侧
，

四面为深沟断崖 。

夏商西周时期

三代时期 ， 重要城址也均建在河流附近 。

二里头遗址的东南和南面 为古洛河故道所在 ，
说明 当 时二里头遗址建于洛河北侧

的 台地上 。

偃师商城城址东南部有
一

方圆 约 公里 的水域 （ 湖泊 ） ， 东北部城外有一条西

北
一

东南向的河道与护城壕相交
，
可能是源 自 邙山 的

一条河流 。 古洛河位于城址南约

公里 。

郑州商城位于黄土丘陵高地与 东面湖 泊平原 的交接处 ， 金水河 自 西 向 东穿北城而

过 ， 熊儿河 自 南向 东北在 内外 城墙之 间 流过 ，
两河共 同 满 足护 城壕和城 内用水 的

需要 。

洹北商城和安阳殷墟则分别位于洹河南北两岸 。

西周周原遗址则有七星河的 条支流王家沟 、 刘家沟 、 双庵沟和许家沟从遗址的

两侧和中间穿过 。

丰镐遗址中有沣河 ， 北侧有渭河 ， 东侧有昆 明池 ， 西侧有泥河 ， 南侧有海子等水

系和水域 。

东周 时期

东周时期 的各国都城均在河流附近
， 如东周王城有涧河 、 洛水 ， 晋都新 田位 于浍

河与汾河的交汇处 ， 郑韩故城西南有双洎河
，
东北有黄水河 ， 城址依两河两岸附近 的

地势筑成 。 赵都邯郸的王城和大北城外均未见护城河 ， 但诸河从王城经过 ， 沁河从

大北城经过 ， 是城址内的两条主要河水 ， 城东有滏阳河 ，
沁河 、 渚水均注人此河中 。

魏都安邑有青龙河穿城而过 。 燕下都北有北易水 ， 南有中易水 ， 西城垣外有河渠遗迹 ，

东城垣外有护城壕环绕 。 中山 国灵寿古城位于滹沱河北岸的 台地上 ， 城外东西两侧

为高坡 ， 有数条源 自灵 山的河沟由 北 向南蜿蜒曲 折地流入滹沱河 ，
如京御 河等 。 齐

国都城临淄东临淄水 ，
西依系水 。 鲁 国都城曲阜有洙水 ， 城 内有 多条河道及护城河与

之相通 。 秦国都城雍城位于雍水河之北
， 东依纸坊河 。 楚都纪南城位 于江汉平

原 ， 河湖众多 ， 其中城址内有 段河流穿过 ： 朱河 自 北 向南流 ， 在北垣中 部人城 ；
新

桥河 自 北绕城垣西南角 ， 在南城垣中部入城后又向 北城
；

两河在城内 的板桥汇合成龙

桥河 ， 折向东流 ， 从东垣龙会桥处出 城 ， 注入邓家湖 。 与水系 相关的 有护城河和城垣

上的水门 ， 其中南垣西门和北垣东门为水门 ， 东垣偏北龙桥河出 城处也应有水门 。

东周时期 ， 其他诸多小 国的都城和各国封君 、 各级政治 中心也基本建在河流附近
，

城址依赖河流而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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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先秦城址中的给排水系统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城址与附近的河流是如何连接 的 ？ 城 内 的给排水系统如何规划 ？ 基本

来说 ，
现在的材料还很少 ， 说不清楚 。 这应是今后城址考古的 重要 内容之一

。 从现有

资料看 ： ①一些河流贯城而过 ， 直接为城 内 用水和排水提供了 条件 ， 如登封王城 岗 古

城 、 襄汾陶寺等 。 这些河流除了提供护城河用水外 ，

一

般均贯城而过 ， 主要是解决城

内 的用水 问题 ，
而不是以防卫为侧重。 在城内各部位应该还会有一些渠道与这些大河

道相通
， 使各处居民方便用水 。 今后考古应注意这些城市水网 布局 、 结构 ， 而不能只

关注护城河 。 ②现有的考古也发现了一些城址有较完善 的专门 设计的水道系统 。 如五

莲丹土龙山城址发现有出水 口 、 蓄水池和排水池等 。 在龙山大型建筑基址中 已 发现有

陶水管等排水设施 ， 如平粮台城址南门 门道路土下约 厘米处埋有陶排水管道 ， 现存

残长 米多 ， 是在门道下挖一条北高南低 ，
上宽下窄的 沟渠 ， 上宽及深各约 厘米 ，

沟底铺
一

条陶水管道 ， 其上并列两条陶水管道。 管道每节长 厘米不等 ， 直筒

形 ，

一端稍 细 。 每节小 口 朝南 ， 套人大 口 内 ， 如此节节套扣 。 从整个管道看 ， 北端稍

高于南端 ， 便于向城外排水 。 管道周围填以料姜石和土
，
其上再铺土作为路面 。 浙江

余杭莫角 山东南约 米的钟家村遗址 中央较高处为人工堆筑的土墩 ， 四周较低 ， 西

部有一条南北走向 的排水沟 。 汇观山 良诸文化祭坛的东西两边低于现存坛顶 米

的平面上 ， 各凿有两边南北向的 余厘米宽 、 深的沟槽 ， 推测作排水之用 。

夏商 时期

偃师商城内发现的水道有三类 ： 第一类是宫城 内池苑 同城外 沟通 的供 、 排水道
；

第二类是和大型建筑相配套的排水道
；
第三类是简易 的明道排水浅沟 ， 分布 比较广泛 ，

从大型宫殿区到一般性质建筑 附近均有发现 。 号建筑基址群各单位建筑周 围 ， 有宽

近 米的明水沟相互贯通 ， 形成水道 网 。 其中第一

、
二类 的水道、设计比较考究 ，

一

般采用石质结构或局部地段采用木石混合结构 ， 如连接西一城 门和东一城门 ， 贯通宫

城北部水池的水道 ， 外通护城河 ， 全长 米 。

郑州商城内也发现有供水设施 ， 由石板水道和汲水井两部分构成。 另外 ， 还在城

址范围内发现大小不一 的壕沟 ， 如在城东路北段西侧的 医疗器械厂曾发现一条东西长

米 ，
南北宽 米的水沟 ， 沟内填有较多的 陶制水管的残片 。

安阳殷墟商代大型建筑基址 、 周原 、 丰镐周代大型建筑基址下也均 出 土过排水的

陶水管道 。 在安 阳殷墟的乙组基址范围 内 ， 共发现水沟 条 ， 总 长度 为 米
，

纵

横交错
，
应该是宫殿区的排水系统

，
并可能与洹水相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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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

迄今所知 ， 东周城市中的以下几座城址的水系 比较清楚 。

齐都临 淄 ，
已知排水系统 条

，
其中 条在大城 ，

条在小城 。 小城的排水系统在

西北部 ， 起 自
“

桓公 台
”

东南方向 ， 经
“

桓公台
”

的东部和北部通向小城西墙的排水

口
， 流入系水 ， 全长 米 ， 河道宽约 米 ， 深 米左右 。 大城西部有

一

排水系 统 ，

为一条南北河道
，
南起小城东墙 、 北墙的城壕 ， 向北直通大城北墙西部 的排水 口

， 流

人北墙城壤 ， 长 米 ， 宽 米左右 。 大城东部另有一段排水沟 ， 位于大城东北部 ，

长约 米 ， 由 大城东墙北段的排水道 口
， 向东流入淄河 。

登封阳城东周城址 内共发现 处供水设施 ， 这些设施将城外东 、 西两边的 小河上

游的水通过地下管道引人城内 使用 。 整个供水设施包括由 陶水管组成的输水管道 ， 控

制水流量的控制坑 ， 沉淀泥沙 的澄水池 ，
储水坑和蓄水瓮等 。 从平面布局看 ， 号

管迨位于城 内北中部 ， 、 号管道位于城内 的西北部 ， 号管道位于东城墙下 ， 是分

别向各个区域的居民供水的 。 城内还有不少战国水井遗迹 。 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 了

一个古代城市设计中较完整的水系规划 的案例 ， 显示 了水与水道在中国古代城市 中的

重要地位 。 因此
， 我们应该特别对古代城址中的水系予以关注 。

在河套地 区
， 早斯 台城

一

般均建于河岸边的高台地上
， 从现在地貌看 ， 与河床高

差达几十米 ，
甚至百余米 。 它们是如何解决城 内用水问题的 呢？ 完全靠人力 ， 还是有

其他办法 ？ 这是一个考古学上应该回答的 问题 。

三 ） 水井

挖井取水是解决用水 问题的另一种重要手段 。

早在龙山时代 ， 城址 内已 发现有水井 。 河南辉县盂庄龙山文化城址 内 中南部发现

水井 眼 ， 井 口 均呈 长方形 ，
深 米左右

，
井底多堆积有用于 汲水的泥质灰陶高

领瓮 。

在偃师商城第六号宫殿的 院落 中部有水井 口
， 井内堆积着偃师商城第二期 的汲

水器具 捏 口罐 。 其外 ， 在整个城址 内 ， 迄今已发现近 眼水井 ， 除宫殿区有井 ，

其余大多分布于普通 民居与作坊附近 。 有
一

些是坐落在规模很大的坑中 ， 坑的 面积有

的达上百平方米
，
个别坑中分布有 多眼水井 。 井 口 一般为长方形 ， 长约 米 ， 宽 米

左右
，
井深多在 米 ，

一般在上半部两侧井壁上 ， 保留有基本对称的半圆形脚窝。

在陶窑附近也发现有水井 。

郑州商城也发现多座水井 ， 形制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是较常见的土坑竖井 ， 平面

形状大多为圆角长方形 ， 个别的为椭圆形和不规则形 ；

一类是带井坑的 比较讲究的水

井 ， 有 眼 ， 均位于宫殿区 内 ， 平面为圆 角方形或圆形 。 有的井底有木质井盘和井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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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底铺垫一

层 米厚的破碎陶片 ， 对井水起过滤作用 。

在安 阳殷墟小屯西地等商后期居住遗址 内也曾发现水井遗存 。

东周时期的楚都纪南城 ， 考古发现大量水井 ， 仅在龙桥河西段新河道长约

米
， 宽约 米的范围内 ， 就发现水井 座 ， 包括陶 、 木 、 竹 、 芦苇质井 圈等 。 这些

井据研究既有取水用的 ， 也有作为冷藏保存食品之用 的 。

总体来看 ， 当时城市居民饮用水似乎 主要来源于水井 ， 明渠 和河道的水可能不适

于饮用 。

四 ） 池苑系统

当代城市规划中 ， 池苑 、 水道系统构成城市布局 的
一

个重要部分 。 在历史上
， 紫

禁城内有后海 、 北海 、 中南海三海 ，
唐长安城有太液池 ，

汉未央宫 内 有沧浪池等 。 往

前追溯
， 这种在城内安置一定池苑的设计思想很早就出现了 。

偃师商城宫城北部有一座人工挖掘 ， 用石块垒砌成的近长方形水池 ， 东西长约

米 ， 南北宽约 米 ， 深约 米 。 池 内发现陶质或大理石网坠 ， 被学者推测 为商王室

池苑遗迹 。 城外东南的湖泊也应视为偃师商城水系 的一部分
， 甚至可以说是

一

处商城

的池苑 。

郑州商城在宫殿区 内 ， 也发现有蓄水池遗迹 ， 长方形 ， 略呈东南一

西北方向 ， 东

西长约 米 ， 南北宽约 米 。 水池挖在生土上
， 底部用 白 色掺有料姜的 土分层铺垫

之后 ， 再用方形或长方形青灰色石板平铺 。 池壁先用摻有料姜 的 白 土分层平夯 ， 然后

用略呈圆形的砾石垒砌 。 池的附近有夯土基址 。

周原遗址的云塘村附近 、 庄 白村北经过钻探均发现有淤泥层 ，
而在周原发现的大

型建筑基址往往在这些淤泥范围附近 。 因此 ， 我们推测这一带应该为池苑水面。

丰镐遗址内也应该有池苑的分布 ，
比如丰 的灵台 、 镐京遗址东南 的昆明 池 。 关于

丰京的灵沼 ，
《诗经 大雅 灵台 》 有记载

， 描述当 时是
“

鹿鸣鸟翔 ， 鱼跃池中
”

。 据

《左传 僖公十五年》 记载 ， 东周时灵 台仍在 。 杜注 ： 在京兆户 县 ， 周之故台 。 据文献

记载 ，
汉武帝修昆明池时 ， 破坏了镐京遗址 。 李吉甫 《 元和郡县志 》 记载 ：

“

自 汉武帝

穿昆明池于此 ， 镐京遗址沦陷焉 。

”

然而 ，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振东先生

见告 ， 他们通过近年对昆明池遗迹的钻探 、 研究 ， 认为紧靠镐京遗址的 汉代昆 明池是

利用以前的湖泊水面经修整而成 ， 对周边西周镐京遗址虽有所破坏 ， 但可能并不是很

严重 。 在昆明池东岸和池内 岛屿上均发现有西周文化遗存堆积 ，
推测昆明 池在周代既

已存在 ，
不排除被周王用作池苑的可能 。 另外 ， 《 通簋》 铭文记载有穆王在奔京的大池

捕鱼之事 ， 《井鼎 》 铭 文记载有王在棻京捕鱼的 活动 。 葬京 ， 或认为 即丰 ， 或认为 即

镐 ， 或认为是其他地方。 不管具体地方在何处 ， 作为当 时的
一

座王所居的地方 ， 有池

苑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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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几方面来看
，
河流 、 护城河 、 给排水水道系 统 、 水井 、 池苑等构成一组完

整的城市水系 ， 是
一

座城市正常运行所必需 的基本 因素之一

。 从迄今考古的发现来看 ，

先秦时期城市考古 中
，
还很少有任何一

座城址将整个城市水系完整地发掘 、 研究清楚 。

这应该是今后城市聚落考古的
一

个重要方面 。 过去
，
我们在城市聚落考古 中

，
对城墙 、

大型建筑 、 居址 、 手工业作坊 、 墓葬 、 道路等都很关注 ， 被视为基本的研究 目 标 。 但

才水系 的关注不够充分
，
今后 ，

我们应该予 以重视 。

二
、 城 市水 系 的 功 用

城市聚落离不开水和水系 ， 是与水在居民 的生产 、 生活中 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 。

第
一

， 人们 的生活离不开水 ，
饮用 、 盥洗不可缺水

，
这是人的基本需求 。 各类水

产为居 民生活提供了补充 。

第二
， 居民 的生产也离不开水 ，

比如 ， 手工业作坊 ， 尤其是冶铸工业不能缺水 。

第三
， 河流 ， 尤其是护城河为城市的防卫 ， 居民的安全 ， 提供了

一道防护屏障 。

第 四 ， 河流 、 道为城市居 民 的 出 行和物资运输提供了重要的便捷的条件 。 汉唐

时期 ， 由 关东 向关中长安 的漕运
， 明清时期 ， 由 南方经大运河 向北京的漕运都是京师

所需物资的重要补充 ，
漕运 的不畅往往会影响 到京师居 民 的 日 常生 活和政府 的运转 。

在先秦时期 ， 河流在这方面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 如 《史记 秦本纪》 记载 ， 秦穆公时 ，

秦国为解晋国 的饥荒 ， 从秦都雍向晋都绛运送粮食 ，

“

以船漕车转 ， 自 雍相望至绛
”

。

可见河流在交通运输上的重要性 。

第五
，
河道水系有助于城市居民废水污秽的排出 。 《 左传 成公元年》 记载 ， 春秋

时期 ， 晋人迁都于新田
，
其中就考虑到这里水深土厚 ， 并有 汾河和浍河 以流其恶 ， 即

这两条河水可以 冲刷垢秽 。

第六
，
水系为城市提供了景观用水 ， 改善 了生态环境 ， 提髙 了居 民的生活品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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