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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4豆姿" fA--"ê> 

说古恒43话韦曲
樊耀亭

韦曲城南锦绣堆(上篇说古)

一、韦曲"龙脉"凤栖的福地

县城韦曲，位于富丽樊川的西北端，倚原傍水，南望画屏似的

终南山，风景十分优美。 《艺文类聚》曰龙首山长六十里，头入渭

水，尾达樊}II ，头高二十丈，尾渐下，高五六丈 。 云昔有黑龙自南山

出，饮渭水，其行道成山，因以为名 。 "这条长安古城的中轴线，恰好

从龙首原北起，沿北大街，经古城中心钟楼，从南大街出南门觅长

安路一线直至南山，韦曲这块风水宝地恰好处于古长安城这条龙

脉的中轴线上。

在隋唐时期，阴阳八卦在建筑学上普遍应用 。 长安城的营建大

韦曲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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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j.姿" fA-'ë> 

师宇文皑(555-612 年)就是如此 。 宇文皑本朔方夏州(今陕西靖

边县东北白城子)人，后迁居长安 。 他少而好学博览群书，多技艺 。

开皇二年(582 年)六月，营建新都大兴城(即唐长安城) ，隋文帝以

其"有巧思"命为营建新都副监，虽然当时大监为左仆射高颊，但总

大纲、规划、布局皆出于他手。他在《雍录·龙首原六坡》中曰宇文

皑之营隋都也，曰朱雀街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像乾卦六交，故于

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

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其地。 "在阴阳八卦普

遍为建筑学应用之际，作为煌煌的韦氏家族选其久居之地自然不

会等闲视之，他们定居于龙脉中轴线上的韦曲，也就是情理之中的

事了 。

不只韦氏家族将其久居之地选在这一龙脉中轴线上，当时许

多达官贵人都选择这一线风水宝地安家落户 。 从韦曲镇的村庄形

成史看，最早见于记载的大都是集中在这一线上的 。位于这一线的

焦村，就是一个古老的村庄。 西周时，周宣王姬静囚杜伯(名杜恒)

于焦，而出现"焦"这一村名 。 关于这段史实《国语H水经注H长安

志》都有记载，而皇子坡是因秦时葬皇子于皇阪北坡而得名 。 这一

线的申店村，唐时称为申店渡，位于满河边，相传为唐代宰相杜正

伦凿杜固，修挖漏河时所设的渡口 。 当时韦氏 、李氏在这儿建有会

景堂与园林。而瓜洲村为唐代诗人杜牧迁居后的故里，传为杜牧种

瓜处。沿龙脉中轴线向南

原区政府遗址 1 年 ..;. 的樊川古道五村之中双

竹村，原本为北周官员居

地，唐代这儿成为韦氏家

族会景堂，因花园别墅中

有一种稀有的金竹双双

相连而得名;西四府、东

四府创建于隋，为唐代募

兵屯兵之地，时称四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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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住妾，.g iA-"'ê> 

营;局连村，据北宋张礼《游城南记》载范五公庄，本唐岐国公杜

佑郊居，后归尚书郎胡拱辰。熙宁中侍御史范要之买山庄于胡，因

其中有溪柳、岩轩、江阁、圃堂、林馆，故谓五居。"因五居相连一起

唐宋时亦称居连村;朱坡是西汉翠相朱博的故里。韦曲的形成首先

是由望族韦氏家族的定居而成，与在龙脉中轴线樊川古道上的五

个隋唐时就形成的古老村庄联成一起，以后的宋、明又陆续形成周

围一些村庄，这样就组合形成了韦曲的基本村镇格局。

韦曲不只位于龙脉的中轴线上 还处于凤凰栖落之宝地。据

《西安府志》记载西汉神爵四年(公元 584 年)"有凤凰集于鸿固

原西，因命凤栖原"。中华民族历来有"龙凤呈祥"之说，且数千年流

传不衰，至今依然具有生命活力。关于凤栖原还有一个更为神奇美

丽的传说，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有一首《凤台诗》曰尝闻秦帝女，传

得凤凰声。 是日逢仙子，当时别有情。人吹采萧去，天借缘云迎。曲

在身不返，空留弄玉名。"这首诗记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据传

春秋五霸之首的秦穆公爱女名唤弄玉，她姿容绝世，颖慧超凡，善

吹笙，声酷似凤鸣。秦穆公爱其女，筑楼台以供其享用，据传此台即

在今凤栖原。其女在楼台上梦一美男子骑彩凤，驾祥云执萧与其作

合，梦醒后其女执意要选如此之人作为良婿，后上天赐其良缘，果

然梦中人下凡，两人情投意合，结为百年之好。 他们常于楼台笙鸣

萧合吹奏妙曲，引来无数凤凰聆昕。后夫妻携手驾祥云升入天宫仙

境，故李白诗有"曲在

身不返，空留弄玉名"

之句 。 如果天晴你站在

高高的南山上北望凤

栖塘还真像一只静栖

的凤凰，那碧绿的樊

川，就像偎依在这只金

凤凰羽翼下的一颗绿

色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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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韦曲的命

名是很有些来头的，

据史料载西汉武

帝时，韦贤是鲁国邹

(今山东省邹县)人，

他朴实忠厚，学识渊

博，号称"邹鲁大

儒当时地方官向

武帝举荐韦贤，武帝

以"公车"之位征聘其来长安做官，于是韦贤就携妻子来到长安，选

住在如今称作韦曲的这个地方。《西安通览》曰西汉翠相韦贤及

子亟相韦元成迁此建造府第，始为韦曲，即今西韦村"。汉宣帝时韦

贤己官至垂相 。 韦贤之子韦玄成以后又是元帝时的主相，亦居于

此。 再以后韦氏家族就世居于此地了 。 唐代，韦曲亦是宰相韦安石

的别业。 作为望族名门的韦氏家族，从西汉韦贤初居于此，历经五

代大都聚集于韦曲 。 从考古发现看，最早发现的韦氏墓群是 1959

年 2 月配合当时韦曲东北南里王村打井修渠时发现的唐中宗韦皇

后之弟韦洞的墓葬。据《西安通览》记载该墓长条砖砌券，方砖铺

地，后室有棺床，石棺置于棺床上，石棺上的线雕男女侍像极为精

美。 出土有男女骑马俑、男立俑、骆驼、猪、羊、鸡 、狗、马 、牛等陶俑

157 件，还有婆金铜锤，马具，铺首等 15 件，出土墓志一合，长 92

厘米，厚 34 厘米，盖上篆云大唐赠并州大都督淮阳王韦君墓志

铭"。 "淮阳王是韦皇后之弟韦洞的死后封号。 韦后集团覆灭后，

据《新唐书·外戚温韦传》载睿宗夷玄贞，掏基，天宝九载复诏发

掘……"就是说韦后集团覆灭后睿宗、玄宗曾大盗韦氏之墓 。 根据

发掘破坏痕迹，与史籍记载是相符的 。 因此原因，韦氏族人又另择

基地于长安沪河与痛河之间，作为家族的墓地， 1990 年陕西考古

研究所配合西北国棉五厂基建发掘出的 29 号墓出土的诸多文物

证实了史籍所记载的以上事实。 1987 年开辟韦曲西环路时于三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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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处出土的《韦史君机

基志》所记西汉韦贤系

该墓主唐代贞观年间的

韦机二十一世祖。 1990

年在今西韦村一带又出

土了《周上柱国那襄公

墓志记》墓主韦孝宽其

祖先亦是西汉韦贤。

在韦曲，这古称下

〈宫、住妄" fA-'é> 

樊的地方，仅韦氏家族相继为相者竟多达 22 人。当时这儿河流纵

横，阪池众多，曲水流饮，垂柳依依。史料称"三月初三放模之会，曲

水筋饮，故名韦曲"。三月初已日为上已，古称"上已节是娱乐性

的踏青节日，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均参加，热闹非凡。唐诗曰三月

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是描写上已节活动的诗句。至明

代，韦曲设里，清嘉靖年间史籍始出现东韦曲，西韦曲，清末韦曲始

设镇，作为县政府所在地，那是县政府从大兆迁移至韦曲的事了。

二、韦曲，长安城南锦绣堆

诗曰韦曲城南锦绣堆这里的"锦绣堆"是状其富丽之极，

繁荣之极，高贵之极。"锦绣堆"显然是一个形容词，但却决无夸张

的意思，说它是一种确切的记实应该说是名符其实的。

说韦曲是"锦绣堆不只是美丽而且是富丽，因为在唐代这儿

居住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之家的韦氏家族，这儿亭台楼

阁，别墅庄院，可谓是"多少楼台烟雨中说是"堆是强调它不是

"独秀而是一个"樊川韦杜，距天尺五"的贵族聚集之地，是一个

地道的贵族区。

说韦曲是"锦绣堆是说韦曲是一个长安城的后花园，植物

园，它的生态、植被之好，让人惊叹，让人叫绝。

说韦曲是"锦绣堆是说它在唐代是一个临近古都长安的旅

游胜地，是一个春来踏青游览的好地方，是一个文人骚客吟诗赋词

- 5 一



〈宫、住姿"fA~

过的 。

(一)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

的佳地。

说韦曲是"锦绣

堆"亦含有神奇之意，

不大的一个樊)11，仅韦

氏家族就出任宰相 20

余人，这儿又成为当时

煌煌大汉 、盛唐智囊人

物的聚集之地，说是大

唐的"总理府"是不为

杜甫曾诗曰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说当时的韦曲是一个

大花园与博大的植物园，应该说是名符其实的 。

韦曲当时的生态植被是相当好的 我们从唐代的许多诗文中

可以得到证实。 诗人杜甫在描写位于今塔坡的何将军山林时曰:

"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唐代诗人僧子兰在描写从华严寺，俯

视樊川的情景时曰"万木叶初红，人家树色中 。疏钟摇雨脚，秋水浸

云容"我们不难感知其秋景之美，生态植被的茂密。

传说在今皇子坡下，有一方圆七里的肢池称之为皇肢，唐代

诗人罗隐的《皇肢》诗曰皇肢激艳深复深，阪西下马聊登临 。 垂

柳风清弄翠带，鲤鱼日暖跳黄金"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景啊。关

于今已不存的皇肢，许多史料都有记载， {唐长安词典》在"皇子

脏 "条中曰唐长安城南樊川上的水池相传秦朝曾葬皇子于池

北故名皇子肢 。 周回七里，水上可以泛舟，隋初改为永安肢 。 该阪

因地近长安，与唐代兴平的百顷泽，户县的漠肢，周至的望仙泽及

昆明池，曲江池都是供给长安城鲜鱼的渔业生产基地。《水经注》

曾曰汉水(今海河)上承皇子肢于樊川其地即杜之樊川也"从此

诠释可知当初皇子肢之水曾导流于混水，其南岸很可能就在海河

沿边 。这与其"周回七里"也是相符的 。诗中所指的"阪西下马"处，

- 6 一



〈吉、毒委" fA--'ê> 

即今皇子阪下原县委县政府大院附近。 唐时多有达官贵人来此游

览 。 当时韦氏家族的住所，大体上就在皇阪西边今西韦一带。

隋唐时期，南山及樊川一带植被茂密，据诸多史料及唐诗记

载，那会雨量充足，地表水涵养充沛，洋河 、满河都有行舟的记载 。

那时韦曲偏东华严寺的地方称为朱坡，是汉哀帝垂相朱博的故里。

至唐这儿成为三朝宰相岐国公杜佑的别墅，这儿也曾是杜佑之孙，

唐末著名诗人杜牧少年时代的乐园 。

当时韦曲朱坡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呢?杜牧的《朱坡》一诗为

我们描画出了一幅美丽的秋景图倚川红叶岭，连寺绿杨堤，遍野

翘霜鹤，澄潭舞锦鸡，惊涛堆万帕，急炯转千溪，眉点置芽嫩，风条

柳幢迷……"这里作者眼里看到的简直就是一个无比美丽的动植

物园 。 当时的樊川池肢遍布，除皇肢外还有丰润肢，雁莺脏、鲍脏、

洛女阪、何池肢等，难怪史籍称樊川为"渔歌樵唱，雁阵鸥行"了 。

1982 年西北饭店基建开挖地基挖出船桨及区文化馆开挖地基挖

出纯净沙层就是佐证。

隋唐时韦曲一带不只植被水文情况非常良好，还可以说它是

一个花的世界。 当时园林种花养花成为一种时尚 。 诗人杜甫在《奉

陪郑驹马韦曲二首》中称韦曲的花为"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

如今人们一说牡丹，当首提"洛阳牡丹但在唐代最著名的应首推

"长安牡丹"。 牡丹作为一种观赏花木，东汉时只是作为药物提及。

到了武则天执政后，牡丹花大盛。 据史料记载，该花的来源是武则

天从她的故乡西河(今山西汾

阳)引人长安的，很快就成为长

安名花，并培育出许多名贵品

种 。 白居易曾有"一丛深色花，

十户中人赋"之叹，足以表明花

的名贵。 牡丹花随着地位的提

高，人工的培育力度加大，当时

最大的花其面径可达八寸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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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善寺有一簇牡丹，开花达一千二百余朵。慈恩寺元果院种植的紫

牡丹，据说比长安其他的牡丹早开花半月，太真院种植的白牡丹，

又较他处晚开半月 。如同现在的春游。长安赏牡丹已成为一种春游

的方式，足见当时牡丹在长安百花中的地位。试看唐代诗人杨巨源

的《城东早春}:"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

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长安城东尚是如此，风景胜地的樊川自然游

览赏花之人会更多。 再看唐代诗人王建的《长安春游}:"骑马傍闲

坊，新衣著雨香。 桃花红粉碎，柳絮白云狂。 不觉愁春去，何曾得日

长。牡丹相次发，城里又须忙。"从诗中我们不难感知出长安春游的

浓厚气息，也不难看到赏牡丹在长安已成为春游的一个课题。 白居

易一首《买花》将牡丹开花季节，人们买花、赏花、栽花，以及牡丹身

价之高，写得活灵活现，真实可信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

牡丹时，相随买花去。 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 灼灼百朵红，戈戈

五柬素。 上张幢幕庇，旁织篱笆护。 小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 家家

习为俗，人人迷不悟。 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外。 低头独长叹，此叹

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川喧喧车马度"说明买花赏牡丹

人之多。 当时牡丹的身价是很高的，从卖牡丹的主人"上张幢幕庇，

旁织篱笆护。 "形象说明因牡丹的身价高贵，主人很自然就对花格

外地呵护与珍惜，他们洒水啊，挖时泥封啊，都是为了卖个好价钱。

当时人家养牡丹栽牡丹已成为非常普遍的事情。诗人在结尾时通

过一田舍翁的长叹，说明"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一现实。 在

当时种花，特别是种牡丹，确实远远强过田舍翁种田收粮啊。

以后长安失去了京城的地位 长安牡丹的地位才让位给了洛

阳 。 从杜甫"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足以说明当时韦曲种花的

普遍与达官贵人们那种高雅的生活追求。

所以说当时的樊川韦曲是一个大花园，是一个生态植物园是

恰如其份的 。

(二)韦曲，层楼望尽的别墅群

在唐代大部分朝臣及官宦是住在城郭以内的宅院中，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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