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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彬

盛夏，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王彬女士将一本洋洋洒洒十余万字的 《历史上的

大唐西市》书稿搁在了我的案桌。读罢，甚有感触，遂草成几点感言，向诸位专

家和读者求教，且为代序。

唐都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都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其规模之

宏伟、布局之严整，对东亚乃至世界各国都城建设产生之影响都是绝无仅有的。

长安城中四方辐辏，商贾云集。而大唐长安西市则是唐都长安中最为繁华的具有

国际性质的商贸集市。其鼎盛时期时人称之为 “金市”，人口稠密，熙熙攘攘，

中外客商云集，尤以西域胡商居多 (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是名副其实

的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中心。另一方面，西市又成为唐王朝近三百年兴衰史的缩

影。唐中叶经“安史之乱”及随后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

辉煌的大唐渐渐走向衰落。尤其是唐末社会动乱，群雄纷起，觊觎皇权的割据势

力屡屡威胁大唐安危，先是被封为 “岐王”的李茂贞于唐昭宗乾宁三年 ( 公元

896 年) 借机“遂入长安，自中和以来所葺宫室、市肆，燔烧俱尽” ( 《资治通

鉴·唐纪七十六》) ，使长安城遭到严重破坏。接着在天佑元年 ( 公元 904 年) ，

降唐的黄巢旧部、宣武节度使朱温统军进入长安，迫唐昭宗东迁洛阳，并将唐长

安建筑尽行拆毁，“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

至此遂丘墟矣。” ( 《资治通鉴·唐纪八十》) 。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从此灰飞烟

灭，西市也未能幸免于难。到元代也仅剩下“故市坡”这一地名而已 ( 《类编长

安志》) 。

长安西市位于唐长安宫城西南，其地在今西安西南方 1 公里多的糜家桥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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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村之间。在唐长安城规划布局中，约占两 “坊”之地，平面近正方形，四周

有围墙，并有市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唐长安城进行

了相关的考古调查和勘探 ( 《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 年第 11 期) ，

明确了西市的具体位置和范围，使我们第一次对西市内的布局等有了一个较为直

观的初步认识。2006 年对西市遗址的发掘，则给我们研究西市提供了新的资料。

历代文献中对西市有零星记载。而最早记述西市的则首推唐人韦述所著的

《西京记》。《西京记》今已佚，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 《太平御览》所引述的只言

片语。《御览》卷一九一 《市》云: “西市，隋曰利人市。市西北隅有海池。长

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铭，云 ‘百年

为市，而后为池’。自置都立市，至是时百余年矣”。后来韦述又在其所著 《两京

新记》卷三“长安县所领”内 “西市”下云: “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

隶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讹言反说，

不可解说。”唐刘肃撰 《大唐新语》、唐段成式 《酉阳杂俎》及李白等诗人的诗

篇里都有生动的记述。以后宋人宋敏求《长安志》、吕大防《长安图记》、元人李

好文《长安志图》及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等均对西市有相应的记载。而对西市

内容有较多充实的是清人徐松的 《唐两京城坊考》。但受历史的局限，其所采用

的资料多局限于传世文献，仅有少量来源于碑志资料。20 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考

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新的资料大量被发现，为进一步研究西市提供了契机。著

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 ( 《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 1978 年第 6 期) 、阎文儒及日

本学者妹尾达彦 ( 《长安の都市计画》) 等先生先后或著专文，或综合论述，都对

西市进行了研究。而阎文儒、阎万钧和李健超先生则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撰成

《两京城坊考补》、《增订唐两京城坊考》 ( 三秦出版社) ，对徐松先生的著述进行

了大量补充，为研究唐代东西两京的城市风貌、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深入

研究的基础。

近年来，随着西安城市建设的发展，大唐西市博物馆应运而生。为配合博物

馆展陈方案，大唐西市博物馆特约张沛先生主笔撰成了 《历史上的大唐西市》一

书。作为近年来系统研究唐长安西市的一部力作，颇具特色，甚受启迪。

首先，内容宏富，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博。大唐西市作为大唐帝国都市的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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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随着时间的流逝，真相杳然，要恢复历史原貌，必然要对其历史沿革、发

展变迁、管理制度、运营模式、市井风貌、重大事件乃至历史人物等本体内容做

出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深层分析和深入研究，显然这是有相当难度的。著者不

畏艰难，在充分运用文献的基础上，尽可能吸收了有关唐长安西市的考古资料，

还借鉴了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很下了一番功夫。全书不仅从宏观上对西市做了

介绍，而且对市场管理、经营、社会生活、历史人物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详尽的

考证，最后以大事记略结束，几近于为大唐西市编订了一部编年史。其对唐史研

究，特别是对唐都长安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实事求是，研究问题比较扎实。书中虽大量引用文献典籍材料，但并

不冗繁。“无夸张之意，有扎实之功”，对于资料的取舍很有分寸，对相关事不做

任何演绎，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尽力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比如在西市究竟有多少行

这一问题上，韦述《两京新记》云，长安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宋敏求

《长安志》云，东市 “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

聚”。杨宽认为此“二百二十行”不确，“都是大概的数字，无非说明各种行业之

多” (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等等。张沛先生经过分析，认为杨宽先生的

观点可信。至于一百二十行究竟都是什么，文献中直接能查找到的记载不过十二

行。这仅占西市总行数的十分之一。其中有丝织业、珠宝业、旅舍业等，丝业又

分绢行、丝帛行……夜间还开设夜市，其繁华程度犹如如今之北京王府井也。该

书还依据碑石文献资料，对唐代的一些比较大的城市中市的行类做了系统搜集排

比。这些城市中所出现的行，在当时最大的市中或多或少都能有所体现。通过这

些旁证，使我们对西市庞大的行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又如第八章 《人物

志》中有关窦乂、宋清、杨潜、王承福等人的志传，都很得当。显然，作者阅读

查考了许多大家的著述和传奇; 有些史料虽取材于宋人编撰的 《太平广记》，但

所述史实却真实可信，值得参考。另外，对西市两个放生池的说法，作者去伪存

真，提出“法成所掘之池与太平公主所掘之池并不是一回事。法成所掘之池在西

市西北方，而太平公主所掘之池，时间、地点均已难详”的这一让人比较能够接

受，也更加合乎情理的论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再次，该书图文并茂，采用照片、图片等近百幅，为书增色不少。同时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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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如胡王泼寒瓷塑的性质等，国内学界所知者为数并不多。尤其是大量碑石

文物资料的运用，极大地充实了传世文献中对西市相关领域记载的缺失。

总之，《历史上的大唐西市》以一个集市作为研究主题，通过多角度，深层

次，全方位的分析研究，对大唐 “西市”作了全面描绘，对我们重新认识 “西

市”有很大的帮助，于类似课题的研究也是有相当的启示的。

300 余年间鲜活且盛大的片段，被遗落在 1300 多年来时间溅起的尘埃之下;

整整一个时代的辉煌，今天重新掘开，尤显沉重，而对其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

如《历史上的大唐西市》也仅是一个开始。

今天，大唐西市作为省市两级重点建设项目，在欲使之成为我国西部文物保

护与旅游经济发展新亮点的战略格局下，对其本位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同时，大唐西市作为封建时代成熟的自然条件下的 “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亦可资借鉴。甚至，作为当时世界级的商品集散地，运行几

百年而井然有序的持续发展所显示出的充沛的市场活力，稳定有效的监管运营机

制，对今天世界经济无疑也有其可资借鉴之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书

的意义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

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云: “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

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合上厚厚的书稿，西域的驼铃、大唐盛世西市的

喧嚣却不绝于耳。愿更多的有识之士和热心者加入到这个研究队伍中来，也诚愿

更多的学术研究成果问世，为我们的民族复兴增添更多的异彩。

2009． 8． 6

( 本文作者为原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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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唐西市作为唐都长安最为繁华的商贸市场，作为著名的 “丝绸之路”的实

际起点和当时的世贸中心，随着“大唐西市”建设项目的开发和“大唐西市博物馆”

的建成，特别是“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工作的启动，“大唐西市”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关注。古代文献对“大唐西市”研究是怎样记述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物部

门和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西市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其所见到的西市是个什

么样子? 以下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两个方面对大唐西市概况予以简述。

( 一) 历史文献中记述的西市

唐长安城东、西两市始设于隋初筑大兴城之时。东市在皇城东南方，始名都

会市; 西市在皇城西南方，始名利人市。岑仲勉先生校韦述 《两京新记》，于

“隋曰利人市”下注云: “‘利人’本名‘利民’，韦避唐讳改。”［1］卷3第49页校勘记［一］按

“利民”，即有利于民之义。语出 《逸周书·王佩》: “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

民。”隋筑大兴城时，于坊市命名，皆有所本，并寓深义。唐为太宗李世民讳，

改“民”为“人”，是情理中事。故岑说甚是。据 《唐会要》 “户部尚书”条:

“武德元年 ( 618 ) ，因隋为民部尚书，贞观二十三年 ( 649 ) 六月二十日 ( 按:

即太宗去世第二十天) 改为户部尚书。”［2］卷58第1010页盖高宗李治即位不久，始为父

讳。以此推之，利民市依方位改为西市 ( 或先改名利人市，后改称西市) ，亦疑

在高宗即位之初。

尽管“大唐西市”在中外历史上一度非常有名，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史籍

中记述得很少。以两《唐书》为例，直接言及长安 “西市”的仅 14 处 ( 内容重

复的除外) ，其中灾异 5 处，刑人 2 处，事件只有 7 处。而具体涉及长安城内坊市

的著述，只有唐开元年间 ( 713—741 ) 韦述撰写的 《西京记》及 《两京新记》，

北宋人宋敏求熙宁九年 ( 1076 ) 所著的 《长安志》，元人李好文至正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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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 撰写的《长安志图》，以及清代嘉庆十五年 ( 1810 ) 徐松所著 《唐两京

城坊考》。其他各书，诸如清代的各本《陕西通志》、《西安府志》及长安、咸宁

二县县志，于西市虽偶有记述，大都因袭旧说，缺少新意，无甚足述。

韦述《西京记》云:

西市，隋曰利人市。市西北隅有海池。长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永安渠

以注之，以为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铭，云 “百年为市，而后为池”。自置

都立市，至是时百余年矣。( 《御览》卷一九一《市》) ［3］第74页

韦述《西京记》已佚，以上有关西市的一段记述系据《太平御览》辑录。虽

嫌简略，却是迄今所见对唐长安城西市最早的记述。

不久，韦述在其《两京新记》卷三“长安县所领”内“西市”下云:

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隶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

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讹言反说，不可解说。( 《新记》残卷) 市西北

隅有海池，长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之所。穿池得古

石铭云: “百年为市，而后为池。”自置都立市，至是时，百余年矣! ( 《御

览》卷一九一) 池侧有佛堂，皆沙门法成所造。市署前有市令载敏碑，蒲州

司兵徐彦伯为其文也。( 《新记》残卷) ［1］第49页

《两京新记》亦佚。此据最新辑校本所录。将现存的 《西京记》及 《两京新

记》所记西市内容加以归纳，可知主要有以下六点: 一是西市隋曰利人市 ( 已如

前述) ; 二是西市南北占两坊之地; 三是市西北隅有以为放生之所的 “海池”，其

侧有佛堂，皆为长安间 ( 701—705 ) 僧人法成所造; 四是西市有市署，隶太府

寺; 五是市署前有市令载敏碑，并有 “大衣行”; 六是西市内店肆制度如同东市

( 按: 今所见 《两京新记》卷二 “东市”条属 “制度”者唯 “平准署”三

字。［1］第20页是西市亦有隶于太府寺的平准署。) 韦述所记西市实况，今可见者，仅

仅如此。

宋敏求《长安志》云:

西市。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市内有西市局。隶太府寺。市内

店肆如东市之制。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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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市西北有池，长安中沙门法成所穿，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池。

放生池。平准署。独柳。刑人之所。［4］卷10第7页

从这段录文可知，《长安志》对西市的记述，仍是以韦述所记为蓝本的。所

新增者，一是将长安、万年二县民户做了比较，说明西市人口比东市为多 ( 即所

谓“浮寄流寓，不可胜计”) ; 二是说西市有 “独柳”其地，为 “刑人之所”。较

为珍贵的是，《长安志》对东市记述稍详。由于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因

此，东市中如下记述可补西市之阙: 一是 “东西南北各六百步”，于此可知西市

唐长安城坊市分布图

( 采自徐松《唐两京城坊考》)

的规模。二是“街市内货材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于此

可知西市商业繁华亦是如此。三是“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 文) 〔又〕公卿以下

民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西市有口 ( 焉)

〔马〕止号行，自此之外，繁杂稍劣于西市矣”。于此不仅可知西市胜于东市，且

得知西市何以胜于东市的缘故。四是 “当中东市局，次东平准局”，于此可知西

市亦是市署居市之中，平准署在市署之东。［4］卷8第12页



六

北宋时吕大防曾刻《长安图记》，元人李好文以之为底本，略加删补，著成

三卷本《长安志图》。吕刻已佚。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将宋敏求 《长安志》

和李好文《长安志图》校订后一并收入了 《经训堂丛书》。民国二十年 ( 1931 )

长安县志局重印的毕沅“新校订”三卷本《长安志图》卷上 “［唐］城市制度”

一页内，画有三个简图: 一为 “一坊之制”图，作 “田”字形; 一为 “皇城南

坊之制”图，作“曰”字形; 一为 “居二坊地”图，显为东、西两市图。旁注

“四街八门”，图作“九宫格”，内呈 “井”字形，其下文曰: “市制: 四面皆市

人居之。中为二署，盖治市之官府也。旧图 ( 按: 指吕大防图) 全画坊市制度，

今间小，不能记，容别画一坊之制以见其余。”［5］卷上第9页看来李好文因他的书本空

间不如碑版大 ( 即所谓 “今间小”) ，遂将吕大防旧图中比较繁杂的 《唐京城坊

市图》有意省去，而代之以此三个 ( 指 “田”字形、 “曰”字形、 “井”字形)

简图了。尽管如此，李好文《长安志图》中所绘“九宫格” ( 即 “井”字形) 图

及旁注之“四街八门”一语，为厘清西市的形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李好文《长安志图》之前成书于南宋时期的程大昌 《雍录》，虽对唐长安

城坊有所考订，但不及西市。此后毕沅所编的 《关中胜迹图志》，因其旨在图示

“胜迹”，并非为了考古，对西市亦未予重视。有清一代，真正对西市比较关注的

是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一书。此书依据历史文献，特别是唐人笔记小说，对

《长安志》中所记西市情况做了较多的增补。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西京·外郭城”内“醴泉坊”下云:

次南西市。隋曰利人市。《旧 ［唐］书·杨贵妃传》 ( 文略) 南北尽两

坊之地，市内有西市局。隶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长安县所领四万

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市署。署前有市令载敏碑，蒲州

司兵徐彦伯为其文也。平准局。衣肆。沈既济 《任氏传》 ( 文略) 鞧辔行。

《逸史》 ( 文略) 秤行。窦家店。《乾 子》 ( 文略) 张家楼。《会昌解颐录》

( 文略) 景先宅。《霍小玉传》 ( 文略) 放生池。 ( 文略) 独柳。刑人之所。

按西市刑人，唐初即然。贞观二十年，斩张亮、程公颖于西市。 《旧 ［唐］

书》《肃宗 ［本］纪》、《王涯传》又言子城西南隅独柳树。盖西市在宫城之

西南，子城谓宫城。［6］第117—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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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所记，除迻录韦、宋二书之外，新增了 “衣肆”、 “鞧辔行”、 “秤行”

及“窦家店”、“张家楼”、“景先宅”等行肆店铺。另外，从所引 《旧唐书·杨

贵妃传》知道有“西市门”，从所引《乾 子》知道西市秤行之南曾有众秽所聚

的“小海池”及治生能手窦 其人，从 《霍小玉传》知道西市有寄卖衣物的

“寄附铺”，还从其对“独柳”的考证，知道了唐代这一刑人之所的具体位置。

道光三十年 ( 1850 ) ，程鸿诏读徐氏 《唐两京城坊考》后，为之作 “校补

记”，增补了若干新的内容: 一是据《续玄怪录》新增了 “麸行”，据 《乾 子》

新增了“绢行”，据 《玉堂闲话》新增了 “卖饮子家”，据 《国史纂异》及 《纪

闻》新增了“酒肆”，同时，还据《续玄怪录》新增了“波斯邸”，据 《原化记》

新增了“卜者李老居”，据《逸史》新增了 “西市北坊新宅”; 二是对 “市 署”

和“鞧辔行”做了补注，如据《朝野佥载》说“魏伶为西市丞”，据 《逸史》文

义，推测鞧辔行“有酒楼”。［7］第231页

清末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安地区出土了许多唐代墓志，不少学

者据之对唐长安城的坊市进行了深入研究，近年出版的由李健超先生编著的 《增

订唐两京城坊考》，可谓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李书于长安西市一节，广征博采，

在徐、程二氏旧著基础上，又增补了一些新的资料，其对前人有所补正者，恕不

赘述，仅新增者，即有“肉行”、“鱼肆”、“帛肆”、“凶肆”、“饭铺”、“柜坊”

及“卖药者”宋清、“西域胡商”与“锦行里”等。［7］第232—233页

从唐人韦述撰《西京记》及《两京新记》，到近年出版的 《增订唐两京城坊

考》，虽然使人们对唐长安城西市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西市的许多问题

对我们来说仍然不大清楚。除过应继续搜罗放佚，从历史文献中寻找线索外，在

一定程度上，还需要从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增进对西市的了解。

( 二) 考古发掘中见到的西市

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在今西安城西南方 1 公里多的糜家桥与东桃园村之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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