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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商时期殷墟池苑研究综述
Literature Review on Imperial Gardens of Yin Ruins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刘笑恒　白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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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殷墟为晚商时期的都城遗址，已考古发掘出大量的宫殿、

陵墓、手工业作坊、路网及水网等遗迹，很多学者也展开了相关

研究。对我国近 20 年来有关晚商殷墟池苑研究的文献资料进行梳

理，发现晚商时期殷墟地区气候温和湿润，具备营造园林的社会、

经济和技术条件，再结合建筑、水体等池苑构成要素及池苑功能

方面的文献资料得出以下推论：晚商殷墟池苑是以池为主体，以

建筑、道路为重要组成部分，或有植物、动物散布其中，兼有观景、

取土、蓄水、祭祀等多重功能的早期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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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in Ruins is the site of Late Shang Dynasty capital, and 
many sites of palaces, mausoleums, handicraft workshops, roads and 
water networks had been excavated. Many scholars have also carried 
out related studies. By analyzing the research literatures published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is article finds out that Yin Ruins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has a mild and humid climate, and has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nditions for constructing gardens. 
Combining with literatures on elements, such as structures and 
ponds, and functions of imperial garden,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imperial garden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is an 
early garden with ponds as the main body, structures and roads as 
important parts, or with plants and animals distributed in it, and 
with multiple functions of viewing, soil taking, storing water and 
sacrif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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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古代文献不乏有关晚商时期帝王

热衷建池苑园林的记载。《史记·殷
本纪》有：“帝纣⋯⋯益广沙丘苑台 ,
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 [1]。”《尚书·泰
誓》有：“今商王⋯⋯惟宫室、台榭、

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 [2]。”

《竹书纪年》述“殷纣作琼室，立玉

门 [3]”及“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

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 [4]”。

因早期考古资料匮乏，研究园林史

的学者们多通过史料推测晚商时期

园林的营建情况，认为宫廷园林已

初现端倪 [5]，但园林的呈现形式和

组成要素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近年

来，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展

开，考古学界在殷墟宫殿宗庙区及周

边族邑聚集区的勘探和发掘中，发现

了一些关于池苑遗址的迹象 [6~8]。此

外，甲骨文的释读工作也获得了较大

进展，都为研究晚商时期殷墟园林提

供了新的资料。

为厘清晚商时期园林的营建情

况，从风景园林学的视角出发，对相

关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尝试结合园林

史理论，对目前资料较为丰富的晚商

殷墟池苑进行研究，为探索中国早期

园林历史做一些基础工作。

2 研究内容

2.1 文献概况
以“晚商”“殷墟”或“池苑”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检索时间为

2020 年 8 月，数据库为中国知网和

读秀等。检索结果显示，文献主要集

中于近 20 年来的殷墟考古发掘报告

及相关的文史研究著作、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等。同时注意到

综合性论述类书目对本文研究主题亦

有所涉及，因此增加关键词“商代”

以扩大搜索范围。共检索出专著 22
本、考古发掘报告 14 篇、期刊论文

148 篇、会议论文 143 篇、学位论文

30 篇，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筛选、

分析和整理后，最终选定专著 14 本，

考古发掘报告、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

等共计 26 篇，选取晚商池苑的发展

源流、历史环境、构成要素及功能等

内容进行信息提取及系统分析。

2.2 池苑的发展源流研究概述
汪菊渊先生根据商殷遗墟的发

掘，了解到当时的建筑技术已有相当

的成就，由此指出殷商已具备营造园

林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从甲骨文

中有园、圃、囿等字，推测有很大可

能在当时就已开始兴建园林 [9]。周维

权先生提出中国古典园林的雏形起源

于商代，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囿”

和“台”[5]。薛永卿谈到河南是中国

古代园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商周时

期的园、囿、圃、池等是中国古代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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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滥觞 [10]。吴莉萍提出历代园林

的基本形式是以山体和水体的配置构

成骨架，其肇端即是灵沼和灵台的组

合 [11]。王其亨等判断以湿地资源为

基础的先秦大型苑囿是中国园林的

渊薮 [12]。申淑兰在分析文献和安阳

地区城池考古资料后提出，殷商时

期的园林景况比较粗犷，充满自然风

景 [13]。

2.3 晚商历史环境
2.3.1 气候

在构成自然地理环境诸要素中，

气候是最活跃的一种，商代气候与今

天多有不同，考古材料使其得以部分

揭示 [14]。周伟通过筛选殷墟文化各

期与地下水位变化的发掘材料，得

出殷墟文化一至四期地下水位有剧

烈波动，以此推断殷墟气候面貌经

历了干旱、湿润、再度转旱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商代后期殷墟的气候偏

于干旱 [15]。唐际根、周昆叔通过对

殷墟以西姬家屯遗址中的西周文化层

下伏生土的样品磁化率测定、孢粉分

析、古土壤微结构分析以及气候和植

被比较研究，得知殷商时期气候温和

适宜，降水量、气温均比当今略高，

类似于今天的长江流域 [16]。李应超

从考古发掘材料、甲骨卜辞及历史

文献中得出商代后期的气候总体特

征是温暖湿润，但已出现干旱化的

趋势 [17]。总体上来说，殷商时期的

气候较今温暖、其间经历过干旱等观

点，既有较为充分的甲骨文献和考古

资料支持，也得到了气象学、地质学、

环境变迁学等学科印证。

2.3.2 水文

唐际根等对洹河流域古地貌及其

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聚落变迁和人文

历史等方面进行了探究，指出殷墟的

出现与洹河流域长期以来自然环境较

为优越，以及人类长期生存活动于洹

河流域形成的悠久、深厚的文化基础

有关 [18]。徐小亮以城市水利为切入

点，对都城时代安阳水环境与城市发

展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主要讨论了

河流以及太行山对殷都宏观选址的影

响等 [19]。张兴照从都邑选址的角度

讨论了洹水对于殷墟的影响，总结出

临水选址有取水之便、水运之利、农

作之宜及防火的考虑 [20]。

2.3.3 社会环境

前人对于商代社会环境研究较为

丰硕，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

方面内容，从中可大致了解商代社会

生活的整体面貌。卢连成提出商代疆

域地理的政治架构是通过政治控制、

军事征服、宗教影响、文化传播、商

业往来等渠道，把商代疆域与文明推

进拓展到十分辽阔的地区 [21]。李玲

玲提出在晚商时期，商王直接干预和

协调社会经济的力量增强，有利于国

家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组织大型农

业生产活动或手工业生产 [22]。王惠

苑以商代典型的聚落遗址材料为依

据，结合有关的文献材料，提出农业

是整个商代社会经济的基础 [23]。陈

朝云认为商代的聚落模式是金字塔式

的聚落等级体系，商代聚落体系的择

立要素和聚落内涵体现出以农业为

主、渔猎为辅的社会经济景观 [24]。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为

艺术和审美意识的形成乃至整个社会

的文明提供了物质基础。商代的文化

有着超人的巨大历史感和原始宗教的

神秘感 [25~26]，这些都为殷墟池苑的

产生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2.4 池苑构成要素
2.4.1 池

安阳考古工作队于 2004 年在原

宫殿区附近发现一处“大黄土坑”，

并对其位置、形状、深度、面积等进

行说明介绍。据其在宫殿宗庙区的位

置、规模，包括倚河而建的夯土基址

以及建国前发掘的部分水沟向西排

入其内等线索 [27~30]，分析该黄土坑

为池苑遗址，是宫殿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首次提出了殷墟池苑遗址的

存在 [6]。此外，池苑遗址不仅在宫

殿区内存在，在其他非王族大型邑

聚内也多有发现，如刘家庄北地 [8]、

白家坟 [29]、大司空村东南地以及苗

圃北地等 [28]，推测为取土建房时遗

留，修整后成为周围夯土建筑所围绕

的小型池苑遗址。殷墟宫殿区内的大

型池苑遗址，外与洹河相接，内有水

道与宫殿基址连通；邑聚内陂池多被

夯土建筑围绕，并有与其配套的窖穴、

水井等 [28]，分别形成不同等级下相

对完整的水流体系。

2.4.2 建筑

唐际根、何毓灵通过对宫殿区大

规模的钻探和试掘，得出在殷墟时期

四合院是建筑的主要形式 [30]。岳洪

彬等在乙九基址附近发现一处呈方形

的夯土基址，并指出其应为东临洹河

的亭台水榭类遗存 [7]。岳洪彬、孙玲

提到 G 基址西临池苑遗址，不排除

为临池楼榭类的建筑 [31]。此外有学

者提出甲骨文中的“左邕”表示池苑

类建筑设施 [32]，为园林建筑的存在

提供了旁证。

2.4.3 场地、道路和山石

随着近十余年田野考古工作的深

入，安阳考古工作队在殷墟范围内发

现多条道路和水渠 [33]。岳洪彬、何

毓灵等指出在殷墟宫殿区丙组基址附

近局部有踩踏面，该区域很可能是

商王室的公共活动场所，是宫殿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 [29]。岳洪彬等人在

刘家庄北地发现池（H188）南侧有

规模较大的夯土建筑，在建筑与池

（H188）南边缘之间均用小鹅卵石

铺成活动面 [28]。池（H698）旁有景

观石垂直竖立在夯土平台上，并有

用碎陶片、小鹅卵石和碎骨铺成的

小路 [33]。

2.4.4 植物

部分学者依靠现代科技手段对殷

墟生态环境进行研究，初探当时植物

状况。唐际根、周昆叔通过对殷墟

以西姬家屯遗址中的西周文化层孢

粉分析以及气候和植被比较研究，

得知殷商时期为落叶阔叶林分布，

包括有栎属 Quercus、榆属 Ulmus、
椴属 Tilia、胡桃属 Juglans、枫杨属

Pterocarya 等植物 [16]。沈巍提出殷墟

建都前气候温暖湿润，丰富的森林资

源为古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

建筑材料和燃料资源 [34]。王树芝等

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的树木遗存进行

分析，得出无论是普通村邑的房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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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窑址，栎属植物出土的概率和百分

比都是最高 [35]，是当地的优势种①，

也表明商人对这种木材的喜好。在陶

器的造型与装饰纹样中出现植物题

材，也暗示植物不仅是认识利用的对

象，也逐步转变为审美对象 [36]。

2.4.5 动物

在殷墟发掘之初，前中央研究

院史语所就与中国地质学会合作，

由德日进、杨钟键对动物遗骸进行

研究，得出动物的种类有肿面猪、

竹鼠、山羊等，为之后的研究提供

了重要信息 [37]。唐际根、周昆叔在

殷墟发现的动物骨骼中，哺乳类动

物骨骼十分丰富 [16]。孙亚冰、林欢

提到商代黄河流域的环境既适合竹

鼠、亚洲象、肿面猪、圣水牛等喜

热喜湿动物的生存，也适合犀牛的

生存。同时西北冈王陵先后 3 次发

现完整的象架，推测商代安阳很可

能有野象生存 [38]。

2.5 池苑功能
安阳考古工作队的学者随考古工

作的展开，对池苑的功能多有探讨。

岳占伟等指出新发现部分夯土基址倚

河而建，和 1949 年前发掘的部分水

沟（K14、K23）向西排入大黄土坑

等线索，解释了宫殿宗庙区大规模建

筑的取土来源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宫

殿宗庙区的排水问题 [7]。岳洪彬等对

池苑遗址进行论证分析后得出池苑主

要有 3 个功能—宫殿区重要组成

部分、用土来源、排水 [29]。唐际根

等同样提到大型池苑类坑状遗迹与北

部的洹河水系相连接，应具备多种功

能如早期宫殿建筑所用土方来源、宫

殿区内污水排放，甚至宫殿区内的景

致都与这种池苑有关 [30]。岳洪彬、

孙玲提出甲组基址中 HIJK 基址群向

西紧邻池苑遗址的水道，用水非常

便利，其东侧不远就是玉料坑，两

者之间不排除某种特殊联系，为池

苑遗址的功能提供了新的考古证据

与猜想 [31]。在池苑遗址的附近通常

会发现一些仪式遗存，所埋人牲残缺

不全且在埋入前已经历某些行为而死

亡，杨谦据此认为池苑遗址似乎是仪

式举行后的次生情境 [39]，岳洪彬等

也提出池苑的某些地段可能是一处大

型祭祀场所 [6]。

3 研究述评与展望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获取了晚商

殷墟池苑多方面、多层次的历史信息。

结合环境考古学成果获得了殷墟的气

候、水文等信息，结合商代历史学成

果，对晚商时期的社会生活风貌有了

具象的了解。这些研究成果对挖掘池

苑的产生背景有重要的帮助。殷墟的

多篇考古报告中有殷墟池苑遗迹的位

置、覆盖范围、池苑周边建筑、道路、

场地的方位、营建结构、所用材料等

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文献采用分子

遗传学、形态学和动物考古学对晚商

殷墟的植物、动物的生存状况作了推

测与还原。这些成果对厘清池苑的组

成要素、建造结构打下了扎实的研究

基础。

结合上述研究成果，依据成玉宁

先生提出的基于历史真实性、基于历

史环境及其观念变迁、相关文化艺术

佐证和利用新技术平台的中国古典园

林史学研究方法 [40]，可推论晚商殷

墟池苑是以池为主体，以台榭建筑、

道路为重要组成部分，或有植物、动

物散布其中，兼有观景、取土、蓄水、

祭祀等多重功能的早期园林。

本文所研究的文献成果由于学科

背景的不同，在研究目的、研究内容

上各有所侧重，可相互补足。在早期

园林史的研究文献中，对园林生成要

素、演进规律的理解与讨论多是以文

字史料为基础。今后研究可进一步结

合多学科知识，从宏观上无限贴近史

实，把控商代池苑的整体轮廓与流变

规律，从微观上对殷墟池苑遗址及其

周边设施进行定位，明晰其要素与特

质，为研究晚商时期的造园活动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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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26 日，广东园林学会书画艺术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

委会”）在莫广松画院召开换届工作会议，有嘉宾及顾问、委员共 27 人出席。

会议由上一届专委会主任吴云峰老师主持。

首先，广东园林学会副理事长、广州市绿化公司党委书记吴欣书记

受学会领导委托，代表学会讲话。他对专委会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

肯定，并对新一届委员会工作提出了指导和期望，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

核心力量开展各项工作，要围绕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创作更多更新的作品。

接着，由吴云峰老师发言。他首先感谢广东园林学会领导长期以来

对专委会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随后总结了上届专委会的工作，包括开展了

多形式、多层次的活动，结合社会形势发展，与时俱进，与各省市、港澳

地区进行书画艺术交流活动，并同港澳地区互访及举办书画巡展等；并对

新一届委员会提出指导和期望。

随后，新任委员会主任莫广松老师代表新一届委员会作讲话。他表

示一定会带领专委会成员齐心协力，继续发扬上届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

以今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为主题，开展宣传教育书画展；今后的工

作会持续结合社会形势，开展各类形式活动，并继续加强与各省市、港澳

地区的文化艺术交流等。

会议还邀请专委会资深顾问连登老师讲话。他回顾了专委会的发展

经历，并对专委会工作进行勉励，祝愿新一届委员会工作开展得更好，取

得更大成绩。

会议最后给新一届专委会聘任的顾问及委员颁发证书。至此，本次

会议完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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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园林学会书画艺术专业委员会换届工作会议在广州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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