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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苑溯源》编委简介

主编潘传瑞 男，1939 年生，祖籍四川达县，广东深圳人，深
圳市绿雅园林科学研究院院长、高级农( 园) 艺师。1964 年毕业于
西南农学院( 今西南大学) 园艺系果蔬专业，曾任《中国花卉盆景》

多年编委、中国盆景艺术家协会多届常务理事、理事、深圳市先科
集团高级农艺师、中国海外地产公司设计部高级园林设计师。研
究方向: 园林探源、园林设计与营造。先后出版有《成都盆景》《盆
景造型艺术》等 5 种著作，与人合作出版《中国盆景艺术》《花海拾
贝》等 5 种专业书籍; 在《西南农业大学学报》《园艺学报》《中国园
林》《中国花卉盆景》等期刊上发表“水与园林工程时效期”“‘潜
指数自凋’及‘指数分生’属性的发现和对花木衰老影响研究”等
论文 29 篇; 在《四川日报》《四川科技报》《花木盆景》《广东园林》

等报刊上发表“成都盆景”“遗传与变异”“性别决定和伴性遗传”

等文章 27 篇; 在《成都日报》《深圳特区报》《成都科技报》《深圳
商报》等报纸上发表《仙子送君一盏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把
簕杜鹃养成树》等文章 60 多篇。首次将树桩与山石两类似无共
性的东西以盆景艺术理论统一起来，成为盆景中两个大类，被全国
同行所公认;与人合作利用无性杂交提高玫瑰产量和出油率，获四
川省科技三等奖;首次对 46 棵埋土 2 米深的大行道树采取“创皮
换根法”，在植物的窒息死亡关头挽救了生命; 设计世界之窗多个
景区，规划深圳三洲田“复归园”旅游区; 设计并营造深圳、宁波、

舟山总面积逾 170 万平方米“即效园林”，为中国海外地产公司等
开发商、承建商打造一大批“品牌工程”，多数工程获部、省、市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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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的多项荣誉和奖励。
副总编吴伏虎 男，1965 年生，祖籍广东大埔县，深圳市绿雅

园林公司总经理、深圳市绿雅园林科学研究院董事长、常务副院
长，1988 年毕业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园艺系果蔬专业，曾任深圳
市四季青园林花卉有限公司领导，现为深圳市绿雅园艺有限公司
总经理。历年负责的园林项目多次获奖: “深圳京基 100 大厦周
边及架空层环境景观工程”于 2013 年获得中国风景园林学会颁
发金奖; “惠州东方威尼斯园林景观工程”于 2012 年获得中国风
景园林学会颁发金奖; “湖南·众一·桂府北区第一期景观工程”
于 2012 年获得深圳市风景园林协会颁发金奖; “新安五路 －福永
隧道宝安区公共绿地管养工程”于 2011 年获得深圳市风景园林
协会颁发铜奖; 2013 年参与第八届中国花卉博览会获“盆栽植物”
银奖、“观赏苗木”铜奖; 2004 年室外景点《客家新居》展品获第五
届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组委会颁发优秀奖; 2003 年参加深圳
市第十一届迎春花卉展览会获得“艺术园景”一等奖; 2002 年参加
深圳市第十届迎春花卉展览会获得“艺术园景”二等奖。

副主编刘传军 男，1974 年出生于四川省平昌县，毕业于西
南师范大学，现任四川师范大学艺术设计副教授、服装学院副院
长，日本神户艺术工科大学研究员。主持或参与多项大型室内设
计及景观规划项目，多篇论文在各种核心期刊等刊物发表，独立承
担省厅级课题 1 项，参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省级课题 2 项。

编委毛颖 女，1975 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硕士，讲师，现任四
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建筑系副系主任。主持或参与多项景观与
规划项目，承担多项课题。

编委刘海燕 深圳市绿雅园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深圳市绿
雅园林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园林工程师。

编委聂家和 男，1952 年 9 月生于广东肇庆市，1996 年毕业
于华中农业大学园林绿化专业。1991 年 3 月 23 日代表深圳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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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政局在沙田举办的花卉展览，其插花获《佳作奖》; 1992 年
3 月 28 日，代表深圳参加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花卉展览，
其设计展区获三等奖; 1993 年 1 月 28 日代表深圳莲花山花木园
参加深圳市首届迎春花展，插花作品《迎春》获佳作奖; 1994 年 2
月 6 日代表深圳樱花园艺公司，参加在深圳市第二届迎春花览，获
插花优秀奖; 1996 年 2 月 15 日，插花《二次创业》参加在深圳市第
四届迎春花览获一等奖、盆景获优秀奖; 2001 年 5 月，代表深圳参
加在深圳市举办的中国插花国际博览会，其插花作品获三等奖;
2003 年 7 月，以百仕达花园一期园林景观工程参加在深圳举办的
风景园林优秀样板工程展，获参展证书; 2012 年 10 月，代表深圳
参加在昆明举办的中国第三届插花大赛，其插花《根》获三等奖;
同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第三届中国博览会，其设计展台获全国绿
委主任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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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园苑溯源》( 下称《溯源》) 发现:距今 12 000 ～ 6 000 ～ 4 000

年间为世界“水耕火种时代”即“农耕时代”! 从而颠覆了“新石器
时期”! 距今 4 000 年左右，古蜀先民开创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水利
工程———三星堆“娃娃坟‘顺水’堰”( 下称娃娃堰) ，比“都江堰”

早约 1 800 年。与后世的“拦河坝”相比，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
者。距今 4 800 ～ 4 000 年间，成都平原开创史前宝墩园林群，三星
堆月宫苑、风水园! 12 000 年前，伴随水耕火种兴起，全球出现
“全新”人文景观、人工气候和广阔农田! 从冰盖冰川、森林草原、

田野江湖，到沙漠海洋，呈现出以酷热气候、持久大火、大洪水、海
洋跃升，大批农田被淹没的动态景观。这是颠覆性、震撼性、连锁
性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娃娃堰为首，由环
堤、环壕、引水渠、给排水口、给排水渠、隔堤、小隔堤、导水堤、回水
堰组成一整套三星堆 12 平方公里水耕火种的完整而独特水利系
统。揭示先民筑水坝，开水渠，引水成湖，淹伐森林，破堤排水，晒
荒晒土，烧荒耕耘，开创农耕起源时代。三星堆属全球水耕火种的
末期，却引爆全球农耕新纪元，也揭开全球人文景观、人工气候。

在三星堆及史前无数遗址中，考古发现海量红烧土块及其上面的
竹木编织印痕、稻草谷壳、杂草夯痕，铸成水耕火种，竹、木、水、火
工具的“陶档案”;考古发现海岸线遗存大量红烧土块及其印在其
上的竹木编织印痕，以及与之相伴的木炭颗和灰烬，揭示在水耕火
种时期，广州珠江口海岸线上升与回落证据;考古证明，日本海原
先是与东亚大陆相连的大盆地，因海水陡升变成大盆海，最终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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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列断续山梁，其大部就是今之日本国土;世界海底考古学家在
同一时期发现，近海岸海底遗存大量完整聚落和城市，从日本列岛
外海底、地中海周边、加勒比海、大西洋、英格兰至丹麦等到处发现
大量海底建筑和城市;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新近出奇意外发现世界
各大洲近海岸海底都存有大量淡水库，总蓄水量超过 50 万立方公
里，令人震撼! 这是尚未被海水淹没前保存在陆地蓄水层的淡水。
无数证据反复证明，水耕火种使全球升温、冰盖消融、海水上涨，既
淹没聚落城市和房屋，也淹没农田和地下蓄水层。先民陷入: “垦
荒—淹没—再垦荒—再淹没”的恶性循环，直逼陡峭山坡，逼使刀
耕火种。海面上升淹没了垦荒之大部。

园林是以树石等自然生命物质为材料，通过艺术和技术手段，
在大地营造、种植、养护适合人居、满足精神需要和特定功能的生
态环境。自然、生命成为园林独有特征，精神需要和实用功能相生
相融，缺一不可。园林的愉悦和游观只是精神需要之一，却不能涵
盖万千情思，尤其不能涵盖对数以千万计的先烈英灵和数以亿计
的普通亡灵的陵园和墓园的悼念和追思。更不能涵盖长达 10 万
年中先民的“信仰寄托”之情，包括对万神的祈祷、祭祀、祈愿、感
恩、驱邪、免灾、赎罪之情。考古学家为《溯源》提供了大量物证，
建立了丰功伟绩。两万年前，先民已经在栖居岩洞和牧场崖壁刻
制岩画，成为美化、标示和保卫栖居领地的物证，表明渔猎苑已经
诞生;随着原始宗教产生，自然崇拜、祖母崇拜、祖 ( 男性) 崇拜、
“社稷”崇拜先后产生。在早期先民眼中万物皆神灵，万物皆为先
民崇拜的对象，也成为先民情思的对象化、园景化，化作精神和感
情。随着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崇拜对象，逐渐集中在聚落领地内，
把天地、日月、树石、稻稷作为“社稷坛”的主要祭祀对象。于是牧
猎苑、农耕聚落园林相继诞生。社稷坛也成为聚落园的广场和核
心。今之荒漠，如撒哈拉大沙漠及我国甘肃、青海、内蒙古、新疆地
区发现大量岩画及其他文物，表明那里在距今 12 000 ～ 6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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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00年间，曾经是土地肥沃、资源丰富、风景秀丽，适合人居的家
园———渔猎苑和牧猎苑。只是先民在水耕火种时，不经意间破坏
了气候，使千辛万苦开创的农田和聚落被洪水冲毁、海水吞没，破
坏全球气候，添加了大荒漠。

渔猎苑最早诞生，随着狩猎捕获幼兽饲养繁殖，牧业日渐兴
起。狩猎是伴随着牧猎、农耕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的一项活动，它既
是肉食补充也是安全的心理需要，猎获大型动物，特别是猛兽，被
先民视为英雄。农耕聚落园是随着水耕火种兴起，普遍出现的一
种园林形式———聚落园。随着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一夫一妻制出
现，大氏族分化成小家庭，聚落园分化为家园或庭园。但同一氏族
的小家庭仍然相聚而居，聚落园林的表面形式仍然得以维系。甘
肃大地湾遗址、杭州跨湖桥遗址、余姚河姆渡遗址和四川宝墩文化
遗址群，普遍出现农耕聚落园林。夏商周和秦汉的皇家和王公贵
族园林已属风流倜傥、血气方刚的青壮年时期，是大发展、大繁荣
的园林时期，不再是园林生成期。相当于夏前的宝墩古蜀园林群、
相当于夏初的三星堆月宫苑及风水园也是迄今我国较早的宫廷园
林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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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园苑溯源》( 下称《溯源》) 正式出版了。12 000 年前人类开
启了全球性人工气候，并“更新”全球自然景观为“全新”人文景
观; 4 000 年前广汉三星堆开创人类历史上已知第一道水利工
程———“娃娃堰”。这是颠覆性、震撼性、连锁性的历史事件。《溯
源》所以能破梦重圆，愈挫愈勇，是受习近平主席“中国梦”鼓舞，

才有勇气破除头脑中的世俗，百折不回。当然，这也是时代的脚步
走到这一刻;是互联网为每个人提供了公正平台;也是历代考古学
家共同探索的结果，是各领域科学家心血的结晶，是如山科技成果
的积累，由量变引发质的大飞跃。《溯源》力图澄清新石器时代给
古生态、气候、环境、地理、农业、森林、草原、水利、江河、冰川、冰
盖、沙漠、海洋、动物、植物、园林、园艺、古城、古建，直至考古、教育
等多学科多领域带来的困扰和迷茫，却非偶然。本书第五章“园
林灵魂审美意识出现”及第六章“原始宗教与园林移情”两章写起
来难，读起来淡。倘若读者也有喝白开水的感觉，请先放一放，接
着后面读。之后或会生出再读这两章的兴趣。若不读它便无法理
解渔猎苑和牧猎苑。
《溯源》出版，得益于学术界的自由学术氛围、民主风气，出现

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考古界有三星堆及全国史
前遗址关于城墙城壕的“防御说”“防洪说”“内部管理说”“界沟
说”“水路交通说”等假说的自由发表，正是在众多假说的鸣辩中，

各自都为自己的论点寻找论据，观察入微，描述准确，再加上我们
持续五年多的实地考察核实，都为“水耕火种”提供了扎实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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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构成“娃娃堰”、环堤、环壕、隔堤、小隔堤、导堤、回水堰、给排
水渠和给排水口等一整套引水、导水、蓄水和排水的完整、独特、见
所未见的水利系统，创造了 12 平方公里都城水耕火种的专用设
施，也成了 1 800 年后都江( 顺水) 堰水利工程的“大沙盘”“大模
型”“娃娃堰”在 4 000 年后，都江堰在 2 200 年后，今天仍然发挥
水利效益。
“娃娃堰”、都江堰同为“顺水堰”，相对于“拦河坝”，确属“前

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娃娃堰是历代治水工程的转折点，由以
“拦河坝”为代表的“堵”( 如鲧) ，转而为以“娃娃堰”为代表的
“导”( 如大禹) ，由屡治屡败，转而大获成功。

正是这种民主学术空气，才有全国考古界史前遗址关于“红
烧土块”的各种假说得以发表: 如“墙皮说”“烤焙说”“美观说”
“牢固说”“干燥说”“火灾说”“建材说”“房屋倒塌说”“房屋捐弃
说”“长命习俗说”等等。同样，这些假说也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
物证以及对物证的准确描述: 有说红烧土块上印有竹木编织印痕;
有说红烧土块上“插入”谷壳、稻草和杂草; 有说红烧土块表面光
滑，“如同”人工抹平;有说红烧土块与木炭粒和灰烬相伴相生;有
说红烧土块上留有夯筑印痕，并展示了红烧土块的大量照片，还做
了严谨的科学断代。这些证据都为“水耕火种”建立了竹、木、水、
火工具的“陶档案”，不烂不腐，遗存数千年至万余年，从红烧土块
可以阅读水耕火种全过程和水火竹木工具的铮铮“证言”。

民主学术氛围还促进了园林学界不同学术见解的发表，才有
著名的陈植教授早前发现的“元圃”和汪菊渊院士随后发现的“茂
苑”再度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也才刨到帝尧舜禹时代园苑之根。

在民主学术氛围中，著名园林大家李嘉乐教授提出“信仰寄
托就是园林移情”的著名论断，打破了园苑溯源的坚冰，把园苑之
根刨到“万神崇拜”的远古;才把园苑范围扩展到寺庙、陵园、墓园
和风景名胜，扩展到渔猎苑、牧猎苑、农耕聚落园和自然保护区;才

·2·

园 苑 溯 源



把“园魂”由一个愉悦、游观之“情”，扩展到敬畏、信靠、祭祀、祈
祷、祈福、感恩、追思、哀悼、激励、自省、思齐、缅怀、赎罪、扫墓……
的万种情怀;才发觉“风景园林”头上“风景”这顶帽子委实太小，
形式与内容远不相适应;才发觉去寺观、陵园、墓园拜佛、许愿、上
香、祭悼、扫墓，有被疑为欣赏风景、亵渎神灵，亵渎数以千万计的
先烈英灵和数以亿计的祖先亡灵的尴尬。戴上“风景”这顶帽子
虽有特定背景，但还是以脱帽为敬。

又是在学术争辩中，才感觉到《景观设计》这一学科之名，时
大时小，不确定不严谨。大如宇寰天体、日月星辰、火山地震、风霜
雨雪、彗星彩虹这类自然景观，是不能规划设计的，帽子太大;再如
“天宫”飞天、“嫦娥”奔月、“辽宁”出洋、“蛟龙”潜海、核弹惊世、
氢弹扬眉这类人文景观，不该由园林人去规划设计，帽子大得有些
危险;小如花草树木、亭台楼阁、园路小溪、坐凳垃圾桶等烦琐小
事，竟未能涵盖，帽子又太小，小得几近“脱靶”。虽有客观因素，
但国际园林界公认中国是世界园林“第一”源头。学科名还是称
“园林”好，不必再加“设计”“规划”字眼，这可以避免轻忽其他环
节而高高在上、居高凌下之嫌。事实上，“园林设计”作为一门专
业课，替代不了本专业 30 多门“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
课”，不利于造园，更不利于和谐。

园林不一定是刺篱、生篱、围墙或铁丝网围起来的圈圈。美国
的黄石公园，我国的黄山、九寨沟、庐山、泰山、青城山、峨眉山、卧
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可可西里藏羚羊自然保护区等风景名胜区
和自然保护区没有圈圈，谁说它们不叫园林?

我们说《溯源》出版是万千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绝非戏
言。请看，海岸线考古学家们提供了珠江口海岸线的升降证据;提
供了日本海原本是与东亚大陆相连的大盆地，由于海水猛升陡涨，
才使大盆地变成大盆海，最终盆地东沿只剩下一列断续山梁，那大
部分就是今之日本国土。这也才找到“水耕火种”引发持久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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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令冰川、冰盖大量消融，引发持久大洪水的来龙去脉和归宿。
又是海底考古学家发现了全球近海岸海底被淹没的大量城

市、聚落和房屋。先民始料未及，他们在水耕火种的不经意间“捅
开”了冰川冰盖的“固形大海洋”，由冰山变成海水，淹没了千辛万
苦营造的家园和田原。这类证据非常多:在日本列岛岸线外深海
底，在中东黎巴嫩海岸外海底，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底，在大西洋深
海底，在意大利海岸外海底，在英格兰至丹麦深海底等等，都发现
了被海水上升淹没的亚特兰蒂斯、多格兰等大量古城和建筑。仅
扎尔德查洛先生一人就发现 30 多座海底古城! 其中有威尼斯附
近一座海底古城竟长达 5 公里，成了史前海水上升“淹没”陆地的
可靠物证。

这些发现规避了因火山地震、山崩地陷致使城市“沉入”海底
的可能性。因为“淹没”必使古城保存完整，而“沉陷”必使古城破
败残缺，以至无踪无影。前提是全世界的所有海岸线、海上陆地蓄
水层必须步调整齐一致、不差毫秒、同时下沉，绝无分寸掉队。因
为瞬时毫厘之差就会产生缝隙，致使高压海水与被淹的陆上蓄水
层的淡水相互渗透，使海底淡水库消失。然而全球海岸整体同时
“沉陷”是不可能的事，迄今未曾发生过。与水耕火种重叠的“新
石器时代”、地质学上又称“冲积世”“全新世”，与水耕火种导致大
洪水、大“冲刷”，景观完全更新不谋而合;是水耕火种“更新”了旧
石器时代的全球自然景观，旧石代地质学上又称“更新世”“洪积
世”。现在已经证明，“全新世”就是水耕火种彻底“更新”全球自
然景观而成为“全新人文景观”。

园苑之根非常悠久绵长，它一直伸到 2 万 ～ 3 万年前，伸到旧
石器时期后期末期。世界考古学家们发现那时全球先民在栖居的
洞穴及其牧场领地的崖壁上刻制了 3 500 多万幅岩画。考古学家
们复制、摄影、捶拓、研究、出版了史前岩画史册，中国陈复兆、盖叫
天二先生是其佼佼者之一。据岩画考古学家估计，加上未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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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全球岩画总数达 5 000 万幅。中国岩画分布十分广泛，南方
系有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省，北方系有阴山、黑山、阿尔
泰山逾千公里的山脉都有大量岩画分布。

岩画有何用途? 是纯粹艺术作品? 一直是个谜题。我们认为
这是先民美化、标示和保卫栖居及其领地“权属”的主要和唯一手
段。此前的森林草原和岩洞，统属大千，从狮虎到蚂蚁等动物都有
领地，却不存在法定权属，谁先占据就归谁所有。“先占”必有先
占的凭证和标记。岩画便成为这种“公认”的凭证和标记。考古
学家们找到这些岩画，即为我们探索源头提供了依据。岩画水平
高低是氏族文明进步、强弱程度的标志。对于强者的占有，即便饥
肠辘辘、馋涎欲滴，亦必须小心谨慎，不可轻举妄动。故岩画水平
愈高，保卫能力愈强。岩画分布区就是“领地保护区”。但是，内
蒙古岩画仍然存在权属反复更替的证据，似被异族反复强占的印
记。考古学家确认，内蒙古岩画有北狄、匈奴、鲜卑、突厥、蒙古、回
鹘( 纥) 、敕勒、党项等民族的印记和符号。氏族强弱是变化的，如
同后世国家的强弱兴衰也在变化一样。新的强者占领弱者的领地
后，必须在岩画上添上自己的符号和标记，并力争醒目、突出，而非
艰难地抹掉、覆盖原有的岩画。岩画也让我们找到园苑和农耕起
源的证据。为什么不能派“军队”站岗、巡逻呢? 领地之大常人难
以想象，那时国家和军队尚未诞生。曾经有人下乡到内蒙古“广
阔天地”，跟牧民兄弟一起放牧，四年后考大学回城时，一个生产
队的牧场竟然还未“轮牧”一遍，足见“广阔”含义。一个氏族派军
队巡逻谈何容易，只好派岩画“站岗”，她忠于职守，从不“打盹”，
不吃羊肉，不需后勤。狮虎以尿液划界，只需一场大雨，疆界全无。
岩画成了人的符号，人的意识、理想、愿望和语言，它和现代自然保
护区一样，是本来意义的园林。

撒哈拉大沙漠和我国罗布泊曾经是适合人居、富饶美丽的家
园，在那里出土的文物和岩壁上发现大量精美的岩画就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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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却成了无垠沙漠。那也是先民在“水耕火种”的不经意间，破
坏了大环境大气候，使自然生态陷入数千年恶性循环:水耕火种、
开垦农田、营造栖居—引发持久森林大火，烧烤大气，融化冰川、冰
盖—引发持久大洪水，海水猛升陡涨，淹没吞噬聚落和田原—再水
耕火种—再被海水吞噬—海水直逼高山陡峭山坡，无法水耕火种，
代之以刀耕火种。刀耕火种实施空间小、时间短，早早被迫终止。

海水究竟上升了多高? 有学者认定上升了 130 米，这似乎足
够赫人。但仅从日本海由原东亚大陆的“大盆地”变成现今的“大
盆海”这一考古史实来看，海面上升的高度或许再加 10 倍、20 倍、
30 倍。海面上升也使陆海比大为缩小。假若海岸线重回水耕火
种上升时的“起跑线”，陆海比很可能回归或超过 5∶ 5。

为了说明这本小书是汇聚无数科学家的心血写成，试以《中
华文明史》12 卷( 套) 为例，她是由顶级科学家 39 人为各学科的主
编、副主编领头，有更多精英组成的团队编写的。其中史前卷就是
以著名学者彭林、齐吉祥、范楚玉诸教授为总纂，由 32 名科学精英
团队组成的写作班子写成的。而《中华文明史·史前卷①》就是
《溯源》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在探索园魂、“信仰寄托”上，给了
我们莫大帮助。

远古原始先民最早从万神崇拜到图腾崇拜、鬼神崇拜，再到祖
母( 母系氏族社会) 崇拜、祖( 父系氏族社会) 崇拜、农业( 社稷) 崇
拜，经历两百余万年。那时生产力十分低下，先民处于“等待自然
恩赐”的信靠阶段，把自己的生存看作是神灵的护佑和恩赐，于是
与万神，即与自然万物结成生命共同体，敬畏保护崇拜和信靠，万
物也成了他们理想的神灵，感情化、对象化的景物，化作看得见的
理想，摸得着的感情和精神。先民和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园景的
关系。那时园林之情比之当今之园林更加深厚，人与景的关系更
加密切。没有这套文献，可能至今还未认清这一点。

农耕是园林之母，探讨农耕起源就是探讨园苑起源。现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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