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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柬埔寨暹粒省的吴哥古迹，占地45平方公里，

共有各类建筑遗迹900多处，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吴哥

窟（吴哥寺）、巴戎寺、塔布隆寺等。[1]吴哥古迹中富丽

堂皇的建筑艺术和精妙绝伦的雕刻艺术，都体现了吴哥

王朝时期高度发达的文明。1

吴哥王朝能够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离不开与之相

适应的经济基础。作为农业社会的吴哥王朝，之所以能

够累积雄厚的经济基础，主要原因是当时农业经济快速

发展，而这显然要归功于水利工程的修建。因为水利工

程的修建发挥了显著的效益，才使得吴哥王朝时期的农

业发展较之以前有了重大飞跃，最终缔造了吴哥王朝辉

煌的历史。通过结合吴哥王朝的历史，对其水利工程进

行探究，阐述水利工程的巨大效益以及对吴哥王朝的深

刻影响，这将有利于更全面了解这个曾经辉煌的帝国。

一、吴哥王朝的历史

吴哥王朝于公元9世纪初期在阇耶跋摩二世完成统

一后开始，直到公元15世纪中期迁都金边后结束。吴哥

王朝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吴哥王朝发展时期（公元9世纪初期-公元10世

纪末期）

公元9世纪初期，阇耶跋摩二世结束了水真腊和陆

真腊长达两个世纪对峙的局面，完成统一霸业，开启新

的王国纪元，这是柬埔寨历史上一个全新的王朝—吴哥

王朝。

时至公元9世纪末期，因陀罗跋摩一世继承王位。

因陀罗跋摩一世在位期间，其充分意识到农业对国家的

重要性，因此大力推动水利工程建设，此举为吴哥王朝

今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因陀罗跋摩一世离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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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儿子耶输跋摩一世继承王位，这名新国王在位期间，

不仅在水利工程的修建方面大有所为，而且在宫殿和庙

宇的修建方面也有较为出色的成绩，其修建的帕威夏寺

至今享有盛名。[2]

时至10世纪中期，因陀罗跋摩二世继承王位。因陀

罗跋摩二世在位期间，不仅重建此前因为内乱废弃的吴

哥城，还修建了大量的宫殿和庙宇。此外，因陀罗跋摩

二世在内政方面和对外扩张方面也所有建树。正是从这

个时期开始，吴哥王朝步入繁荣昌盛的阶段。

2.吴哥王朝鼎盛时期（公元11世纪初期-公元13世

纪初期）

公元11世纪初期，苏耶跋摩一世通过篡位成为吴哥

王朝新一任国王。苏耶跋摩一世在位期间，除了修建因

战争遭受破坏的建筑外，主要功绩是对外战争开疆扩土。

通过苏耶跋摩一世长期对外征战，吴哥王朝的版图有了

前所未有的扩充。

时至公元12世纪末期，阇耶跋摩七世在驱赶侵略者

光复首都吴哥后继承王位。阇耶跋摩七世在位期间，吴

哥王朝迎来最鼎盛时期。中国宋史中对这个时期的吴哥

王朝有所记载：“真腊国亦名占腊，其国在占城之南，东

际海，西接蒲甘，南抵加罗希。其县镇风俗同占城，地

方七千余里。有铜台，列铜塔二十有四、铜象八以镇其

上，象各重四千斤。其国有战象儿二十万，马多而小。”[3]

由此可得知，这个时期的吴哥王朝疆域辽阔，兵力强大，

而举世闻名的吴哥窟，也是这个时期所修建的。在阇耶

跋摩七世执政后期，因为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寺庙征用

了大量劳动力，导致缺少人力去维护的水利工程渐渐失

去作用，这也为吴哥王朝的衰落埋下伏笔。

3.吴哥王朝衰落时期（公元13世纪中期-公元15世

纪中期）

公元13世纪初期，阇耶跋摩七世的儿子因陀罗跋摩

二世继承王位。因陀罗跋摩二世在位期间，继续践行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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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跋摩七世征用大量劳动力去修建大型宫殿和寺庙的错

误决策，导致吴哥王朝开始走向衰落。

时至公元13世纪，阇耶跋摩八世继承王位。阇耶跋

摩八世在位期间，大力推动水利工程建设和农业发展，

吴哥王朝有了复苏的迹象。然而，阇耶跋摩八世离世后，

接下来的几任国王并没有继续大力发展水利工程建设和

农业经济，这也让吴哥王朝失去了再次走向繁荣昌盛的

机会。

公元15世纪中期，水利工程被破坏造成农业大幅度

减产，缺少粮食导致人口减少和国力削弱，再加上外族

乘虚而入，内忧外患的吴哥王朝最终只能选择迁都金边，

曾经无比辉煌的吴哥王朝至此落下帷幕。[4]

二、吴哥王朝水利工程发挥的效益

纵观吴哥王朝的历史，不难发现水利工程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了该国的兴衰。

吴哥王朝的水利工程始建于公元9世纪末，由国王

因陀罗跋摩一世主持，历经多个国王的扩建和完善，最

终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水利系统。水利工程包括水坝、水

库、蓄水池、排灌渠道、池塘和护城河等多个水利设施，

它们布局合理，紧密结合，发挥了防洪、灌溉、御敌、

航运等综合效益。其主要效益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吴哥王朝的经济主体是农业，主要以种植水稻为

主。受季风气候影响，当地的雨季和旱季异常分明，要

么连续几个月下雨，要么连续几个月干旱，雨季的时后

当地大水成灾、发生洪涝，旱季的时候当地则是滴水不

下、土地干裂。因此，在水利工程修建之前，吴哥王朝

的农业发展缓慢，收成并不可观。在水利工程修建之后，

人们利用蓄水池、水坝、排灌渠道等水利设施进行人工

调节，在雨季泄洪蓄水，在旱季补水灌溉，这就使得水

稻的种植不再受到季节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充足的水

利灌溉让水稻种植每年能够获得三次甚至四次的收成。

随着水稻耕种面积不断扩大，收成也不断增加。水利工

程的修建确保了农业的高产和丰收，吴哥王朝的经济收

入持续上涨，这也成为了吴哥王朝走向富强的基石。

2.水利工程的修建，使得吴哥王朝生活用水供给便

捷稳定。通过蓄水池、池塘和水渠等一系列设施，吴哥

王朝的居民能够十分便捷地获得饮用水和沐浴用水等生

活用水。在水利工程修建之前，生活用水缺乏，沐浴是

十分奢侈的事情，水利工程修建之后，便捷的沐浴用水

极大地提升了身处炎热地区的吴哥人民的幸福感。此外，

吴哥王朝水利工程中宽大的护城河，能够抵御敌人的进

攻，确保王城居民的安全，这也让居民有了一定程度的

安全感，而且护城河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即使

没有战争它也能够有着较大的作用。

3.在吴哥王朝时期，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每个新

继位的国王都会修建宫殿和庙宇，这是神权和王权的象

征。每一任国王都有自己的喜好和审美，所以宫殿和庙

宇的规模和样式都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是大型建筑。得

利于水利工程的修建，修建这些宏伟建筑所采用的巨石

和巨木，能够通过水路进行运输，相比于陆路运输，极

大地减少了人力物力。也正因如此，再加上农业经济发

展累积了大量财富，吴哥时期的建筑艺术才会空前繁荣。

无论是从数量规模来看，还是从规划布局来看，吴哥时

期的建筑艺术都是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一流水平。

三、水利工程对吴哥王朝的深刻影响

吴哥王朝能够逐步走向繁荣昌盛，并且成为东南亚

地区为数不多的强大帝国，水利工程的修建功不可没。

因为水利工程的修建，吴哥王朝农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快

速发展，财富得以迅速累积。在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基

础下，吴哥王朝才有能力去修建恢弘的宫殿和寺庙，以

及对外征战占领更多土地。毕竟无论是修建大型建筑还

是战争，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整个吴哥王朝历史进程中，因为宫廷政变、大兴

土木、以及长期扩张等原因，曾多次出现社会动荡不安、

民不聊生的局面。在吴哥王朝前中期，当出现这种局面

时，只要国王积极推动经济的发展，社会就能迅速安定

下来，因为这个时期的水利工程并未遭到严重破环，在

水利工程的帮助下，农业能够快速恢复，国家也就能再

次富强；在吴哥王朝后期，当出现这种局面时，国王却

无能为力，因为这个时期的水利工程已经遭到严重的破

坏，农业难以发展，一旦没有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国家

就会渐渐走向灭亡。

总而言之，吴哥王朝之所以能够创出灿烂的文明，

归根结底是其以强大的水利工程为基础，以发达的农业

经济为支柱。一旦水利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农业就无法

发展，作为依靠农业经济发展的吴哥王朝也必然走向衰

败。因此，水利工程不仅仅是简单地贯穿了整个吴哥王

朝的兴亡史，其甚至称得上是决定了吴哥王朝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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