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13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白云 视觉编辑：喻萍 11钩沉

寻找邺城皇家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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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水利机制体制创新(二)

推进农业水价改革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农业是用水大户，也是节水潜力所在，更

是水价改革难点。近年，河北省以地下水超采
综合治理试点项目实施为契机，不断探索和
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积极推广适用的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模式，落实精准奖补政策，充
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符合
市场导向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促进农业节
水，提升农业用水效率。2017年5月，地下水
超采综合治理项目区 63 个试点县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政策已全部落地，改革实施面积已
突破900万亩，涉及392个乡镇2831个村。

政策引领支撑，做好顶层设计
农业水价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密

切相关，和农民及相关水管单位的利益纠缠
在一起，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我省
迎难而上，以敢碰“禁区”的改革勇气，结合
实际，先后出台一系列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
策文件，从政策上做好顶层设计，为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的全面铺开提供了保障。

2014 年 6 月，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创新
水价形成机制利用价格杠杆促进节约用水
的意见》中提出：“积极推行节奖超罚的农业
水价模式。按照定额管理、节奖超罚、合理负
担的原则，对农业用水推行‘定额管理、超额

加价’‘一提一补、全额返还’等水价管理模
式，使节水灌溉变成农民的自觉行动。”

同年 8 月，省物价、水利、财政、农业四
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了《河北省地下水超采综
合治理试点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意见》，重
点推广桃城区“一提一补”、成安县“定额管
理”、石津灌区“终端水价”等节水模式，指导
东光、献县、桃城区、安平等 8 个水价改革先
行县（区）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2015年10月，省水利厅、财政厅、物价局
联合印发《农业水价改革及奖补办法》，建立起
农业水价精准补贴和节奖超罚制度。2016年
10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的意见，对《农业水价改革和奖补办
法》进行了补充修改和完善，明确了“一提一
补”“超用加价”农业水价改革模式。

2016 年 4 月，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
全面推行计量收费，农业水费收取率达到

95%以上。到 2020年，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试点项目区和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完善的地
区率先实现改革目标；到 2025 年全面完成
改革任务。

健全形成机制，因地制宜选取模式
我省在试点建设中推行了“一提一补”

和“超用加价”两种水价模式。
成安县水利局副局长崔新玲告诉笔者：

“超用加价”简单说来就是，农业生产用水按
分配水量取水，分配限额内用水免征水资源
费，超限额部分每立方米征收水资源费 0.1
元。水费征收上，实行“一户一卡”或“一井一
卡”的预付费管理方式，通过农业水权水价
管理平台直接征收。协会收取每亩地用水超
过水权后每立方米加收的 0.1 元超用水费。
不超过定额就奖，县里年终对农业灌溉限额
内节约用水农户进行奖励。

通过节奖超罚，农民由原来的盲目灌溉
转变为科学灌溉，亩次灌水量平均下降 10

立方米左右，浇地成本明显下降。
“一提一补”模式，简单说来就是提高农

业用水价格，然后按方收费、按亩返还。以衡
水市阜城县为例，“一提”就是农民浇地每用
一度电，除正常缴纳电费外，农民用水者协
会再多收水费0.3元。“一补”，首先财政按照
农民浇地用电量和每度电0.15元标准，对水
权额度内用水量进行补贴，拨付农民用水者
协会；然后，农民用水者协会把从农民那里
收取的水权额度内的浇地水费和财政水费
补贴合到一起（每度电0.45元），除以试点区
耕地亩数，计算出亩均水费补贴额；最后，按
照每户耕地亩数返还给农民。

桃城区水务局副局长常宝军说，这个制
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实践中形成了变化的
水价，用水量多，水价高；用水量少，水价低；
用好水，水价高；用劣水，水价低。

到 2016 年底，全省 115 个试点县全部
编制完成农业水价改革实施方案，其中 14

个县采用“一提一补”模式，101 个县采用
“超用加价”模式。试点县内地表水灌区全部
落实了“终端水价”制度。

加强基础管理，为农业水价改革全面推
进提供保障

加强节水工程建设、完善供水计量设
施、建立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是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持续深入推进的重要基础。让农民用方
便水，交放心费，实现农田水利工程的持续
良性运行，是农业水价改革的最终目的。

三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农业地下水压采
综合治理工程，发展节水灌溉面积900多万
亩，新建扩容整治坑塘1000余座，增加蓄水
能力近 4 亿立方米。试点区安装农业灌溉取
水计量设施 4.72 万多套，新建 2951 个非农
取用水户计量监测点 4716 处，自动在线计
量覆盖率得到全面提升。邱县、成安、海兴等
县构建了专业灌溉服务公司、基层水利服务
站、用水者协会、单井负责人“四位一体”的
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泊头市建立了水利

“110”服务队伍，试点区 115 个县在本级民
政部门注册了农民用水者合作组织，所属各
乡（镇）、村建立相应管理组织，基层专业服
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齐婕、马磊）

佛教在邺城（遗址
主体在今临漳县漳河沿
岸）历史上有两大兴盛
时期，一是后赵、东魏、
北齐时期，二是唐朝时
期。两个时期的统治者
敬佛诵经，在邺城周围
兴建大量寺院、寺塔。

据史料记载，仅北
齐时，邺城附近就兴建
寺院4000多座，远超后
赵时的 897 座，僧尼达
200万至300万。

但遗憾的是，长久
以来，在邺城周边一直
未发现皇家佛寺遗址。
直到赵彭城北朝佛寺遗
址（北齐武成帝高湛建
造的大总持寺）和大庄
严寺遗址的面世。

赵彭城遗址：
曾被误传为魏元帝墓地

在临漳县习文乡赵彭城村西南 100 米
处，有一处高约5米、南北长36米、东西
宽34米的巨大土冢。

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地文保所研究
人员根据史料记载及实地探查认为，其
为曹魏时期最后一任皇帝魏元帝曹奂的
墓地。

临漳县文保所 《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
简报》 中描述：乾隆五十二年的 《彰德府
志》 载，魏武帝 （曹操） 墓、魏元帝 （曹
奂被废后封陈留王） 墓、甄皇后 （曹丕
妻） 墓在临漳县境内西南。操墓在前，奂
墓、甄墓在操墓后面，一在东，一在西，
三墓的位置呈三角形。

嘉靖年间编的 《彰德府志卷二》 也
曾认为：“曹操西陵在县 （指临漳县旧县
城 遗 址 在 邺 城 东 县 小 庄 村） 西 南 三 十
里，周围一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又
载：“甄皇陵在灵芝村，魏元帝陵在西南
彭城村。”

当年的研究人员认为，史料中对曹操
等三墓记载的方向和位置是一致的。实地
探访中，赵彭城村西南的土冢被认为是魏
元帝陵。

“这其实是个误传。经过我们邺城考
古队发掘，证实这个土冢不是墓，而是北
朝时期一座寺院的塔基。”中国社科院考
古研究所何利群博士说。

2002 年冬，中国社科院邺城考古队
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证实其为寺院
塔基。该塔基包括地上夯土塔心实体和地
下基槽两部分，佛塔地表以上南侧有踏道
和砖砌散水。基槽深 6 米，由卵石和夯土
交替构筑。

塔基中心有一个刹柱础石，呈正方
形，边长 1.2 米。以刹柱础石为中心，外
面有三圈柱网，残存有 6 个承础石。中心
刹柱础石下面有一个砖砌函槽，长、宽、
高均为 0.7 米，原是埋舍利或佛教圣物的
地方。遗憾的是函内已空无一物。

发掘现场同时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
如砖石、柱础石、石刻构件以及与佛教有
关的彩绘佛像、彩绘残件等遗物。2002
年，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遗址考古发掘获
得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随后的十年，考古人员继续在佛寺
周边进行发掘，基本弄清该佛寺范围和
平面布局。通过塔基周边探测，该寺院
占地近 20 万平方米，而佛塔就居于寺院
中心。

一座隋墓：
透露北齐皇家佛寺所在

一方寺庙的塔基，负载着什么重大
意义，而被列入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呢？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邺城考古
队队长朱岩石博士做了详细解答：“由于
战争和自然的破坏，这种类型的方形木佛
塔在我国已经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时代略
晚的砖筑佛塔。可是在日本，却能够看到

方形木塔这种类型的古建筑。”
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遗址的发现，

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使得学术界第一
次了解到南北朝时期具有中心柱方形木
塔的柱网结构，找到了日本、韩国同类
佛塔的直接渊源。

朱岩石认为，赵彭城北朝佛寺为皇
家寺院，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高级
别的佛寺遗址之一，其以佛塔为中心、
重要轴线上建造大型殿堂式建筑、多院
落式布局的建筑格局，为以往北朝佛寺
遗址中所未见，丰富了对于北朝晚期寺
院平面布局的认识。

特别是中大型建筑条形夯土基础建
筑技术值得关注。建筑遗址出土的砖瓦
等建筑构件遗物制作精细规整，这样的
技术和建筑构件的使用，在隋唐时期、
日本奈良时期大型建筑中均得到印证，
为其技术、文化传承方面的研究提供了
重要资料。

那么这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是由
谁建造？它又有何身世呢？

上世纪 90 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临
漳县习文乡核桃园村附近发现一座隋朝
时期的墓葬。该墓西北距赵彭城村 300
米，西距寺院塔基约 500 米。出土墓志
显示，此墓为隋大业九年 （613 年） 赵
觊与妻樊氏合葬墓。在墓中出土的青石
墓志盒中，记有“葬于明堂园东庄严寺
之所”等重要信息。

“明堂园东”“庄严寺”这些具体的地
址描述，让国内外考古专家、学者兴奋不
已。长期以来，大庄严寺这座皇家佛寺，
其具体位置始终是一个难解之谜，如今终
于得窥一线曙光。

此后，邺城考古队在墓葬附近进行了
大面积考古勘探，最终在核桃园村西南发
现了5处大型夯土遗迹。2012年，邺城考
古队开始对该建筑基址群进行全面发掘，
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出土的大量“常平五
铢”铜钱，为进一步推断其建造年代提供
了重要物证。

通过对核桃园建筑基址群的发掘与
研究，专家确认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是
一座北齐时期的佛塔遗迹，建造时间在
553 至 577 年之间。其形制与之前发现的
赵彭城北朝佛寺的佛塔形制非常接近，
从而确认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也是一座
高层方形木构佛塔遗存，属于最高等级
的皇家大寺。

文献记载，北齐皇家佛寺大庄严寺、
大总持寺都位于邺城东南方位。北齐武成
帝高湛即位后，天灾人祸不断，他自己频
频做噩梦，于是大兴佛寺，请僧人讲经，
避邪祈吉。《北齐书》 卷七记载：“五月壬
午，诏以城南双堂闰位之苑，回造大总持
寺。”

“大总持寺所在的‘城南双堂’，即
南有明堂、北有仰观堂的地方。”多年从
事邺城考古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
员郭济桥说，“以近些年考古出土实物和
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可判断 2002 年考古
发 掘 的 佛 寺 即 为 北 齐 皇 家 佛 寺 大 总 持
寺。”

“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是北齐皇家大
寺佛塔塔基遗迹，加上距离赵觊墓最近，
以墓志资料作为参考，基本可确认属于邺
城北齐大庄严寺佛塔。”何利群说。

至此，两座神秘寺院终于揭开面纱，
它们就是北齐时期有名的皇家佛寺大总持
寺和大庄严寺。

大庄严寺：
牵出一段皇室生死纠葛

何利群介绍，邺城大总持寺与洛阳永
宁寺、长安大兴善寺规模相近，地位相
当。而大庄严寺作为北齐的皇家佛寺，在
邺城佛教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确认大庄
严寺这一邺城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位置，对
于邺城平面布局的研究，了解北朝晚期建
筑技术、佛教瘗埋制度，以及探讨核桃园
建筑基址群和邺城南郊宗教礼制建筑群的
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据史书记载，大庄严寺原来是清河郡
王高岳的府邸，隐藏着一段皇室生死纠
葛。

《北史》 卷五十一记载：高归彦密奏
高岳“造城南大宅，僭拟为永巷，但无阙
耳”。高洋“使高归彦就宅赐以鸩”。天保
九年 （558年） 十二月，“敕以城南宅为庄
严寺”。

北齐宗室名将高岳是北齐高祖高欢的
族弟，智勇双全，跟随高欢南征北讨，威
名显赫，封为清河郡王。但他生性奢侈，
喜好酒色，家中歌姬舞女、钟鼓器乐冠绝
诸王。起初，高岳奉高欢之命，抚养族弟
高归彦，对其非常刻薄，高归彦因此怀恨
在心。后来，高归彦担任领军大将军，深
受文宣帝高洋宠信，便暗中搜集高岳的罪
状。

高归彦向高洋密奏：高岳在邺城南
建 造 新 的 府 邸 ， 华 丽 程 度 可 与 皇 宫 媲
美，文宣帝高洋派高归彦到高岳府邸，
用毒酒赐死了高岳，并抄没高岳这座新
宅入官。

《北齐书·文宣帝纪》 记载：天保九
年十二月，“起大庄严寺”。即天保九年十
二月，高洋下令将高岳城南大宅建为皇家
大庄严寺。

舍利石函：
98件器物揭示埋葬礼仪

通过对比，考古专家发现，核桃园一号
建筑基址与 2002 年发掘的赵彭城北朝佛
寺塔基极为相似。

“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下面的夯土中曾
发现砖函，当时判断为存放舍利或佛教圣物之
地，可惜不知何因，函内已空无一物。当时就感
觉这个遗址应该也有类似的构造。后来果然有
了惊人的发现。”邺城考古队专家介绍。

在距离大庄严寺塔基基础中心夯土
面以下 2.3 米，基槽内最后一层卵石层的
中心，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与舍利瘗埋有
关的近方形的石函，石函的四角外侧分别
摆放一个青釉小罐，南面偏东处还有一个
较大的青釉罐，罐内置放各类珠饰。

石函为青石质，略呈正方体，由函盖和函
身两部分组成，长42.5至44厘米、宽36至38
厘米。石函通体较为粗糙，未经打磨，保留了
凿刻痕迹，在函身边缘四角刻有字迹。

石函内包含物种繁多，其中主要以大
量腐朽的有机质物品为主，还有各种坠饰、
圆形和椭圆形石饰、铜钱、铜饰件及玻璃器
残片、钟乳石残段等，其中保存较好的一件
长颈玻璃瓶中还残存有水银。

“舍利石函内放置物品类别多与佛经
中的七宝有关，而长颈玻璃小瓶可能属于
舍利瓶，小瓶中所盛水银可以理解为舍利
的替代物。”何利群介绍。

出土石函保存完好，包括相对完整器物
98件，另有玻璃残片等。石函内的“宝贝”让
人大开眼界。中部穿孔的玛瑙珠有圆形、椭
圆形和棱锥形，颜色分为橘红色、橘黄色。透
明的白玉髓环透着漂亮的层状纹理，乳白色
圆形的玉髓珠和无色透明的水晶球饰光彩
夺目，还有琥珀珠、玻璃珠、铜簪等等。

何利群讲述，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佛
塔埋藏的舍利容器，是北魏太和五年(481
年)定州佛塔塔基中的舍利石函。但遗憾
的是，在 1964 年的抢救清理中没有确定
该石函与夯土塔基的位置关系。

另外，北魏洛阳城永宁寺塔基也曾被
怀疑为地宫或瘗埋残迹。但塔基西侧有一
横穴式盗洞，盗洞直抵夯土塔基中心部位。
考古工作者清理到两米深仍未到底，因地
下水位原因而放弃。

而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的发掘，发现
在中央塔刹柱础石下面的夯土中筑有正方
体砖函，因早年被盗，函内已空无一物。

“此次发掘的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明
确显示出在方形木塔基础的施工过程中，
石函、青釉罐、铜钱等遗物是十分重要的营
造环节，且出土的石函等未被破坏，考古专
家获得了完整的实物资料。”邺城考古队专
家表示。

大庄严寺塔基是以石函为核心举行埋
藏活动，这与位于遗迹西约 600 米的赵彭
城北朝佛寺塔基中发现的砌筑砖函埋藏圣
物的方式不同，而与定州北魏塔基夯土中
出土的太和五年舍利容器相似。大庄严寺
塔基出土的舍利石函，不仅反映了方形木
塔基础部分建筑程序与埋葬礼仪之间的关
系，其中的遗物也是研究中国早期佛塔瘗
埋制度的珍贵资料。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邺城考古队提供

核桃园1号塔基北端甬道。

核桃园1号塔基挖掘现场。陈 正摄

阅读提示

核桃园1号塔基石函内出土部分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