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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题记到

唐代元横《莺莺传》开篇写道蒲

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 "蒲只

是城内，出了城就是蒲之东了 。 蒲州就

屹立在黄河东岸，其辖地都在它的东边。

蒲州地区亦称蒲东，未见文献起称

于何时。 明嘉靖四十三年( 1564 年) • 

《重修普救寺莺莺塔碑》记载蒲东旧

有普救寺浮屠，创自隋唐。 "作地域名

称，当是最早见到的。 《红楼梦》里写到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把普救寺说成"蒲

东而写于抗战前的 《水浒新传 )) .写

到梁山好汉来到蒲州，说是"来到蒲东

地面" 。 永济解放前后，市面上就有酒

肆饭馆以"蒲东"命名，至今仍可见到

"蒲东酒家"匾牌高挂。 可见文人书写

和百姓口吻对"蒲东"的认同。

黄河冲出晋陕峡谷，在晋西南平原

拐了个弯儿，而后东流去。 黄河在此形

成了一种围抱，一种呵护，仿佛母亲温

暖的臂弯。 山西永济就依偎在黄河的臂

弯里，枕着日日夜夜不息的涛声，一如

聆听母亲催眠的哼唱。 永济也就成了母

亲的宠儿，成了整个黄河流域最得天独

厚的地方。 这里是黄河中游，是中国的

腹地。 比起上游峡谷的飞流揣急和下游

悬河的危机四伏，黄河在这里展现了自

J 

己雍容而壮阔的美丽 :河床宽广，河流

从容。 好像在逼仄的峡谷中禁束得太

久，来到这广袤的晋西南平原上才能够

惬意地放松，舒展地炫示。 黄河实际上

也是这里的开拓者，是她断裂了太行山

系的中条山和秦岭山系的华山，打开了

从青藏高原滚滚而来的巨大水流东去

入海的通道，收容了它东岸的汾水 、楝

水和西岸的渭河 、泾河，滋润了两岸的

晋南平原和关中平原。 "黄河北来，太

华南倚，总水陆之形势，壮关河之气色

.…·西阻大河，东倚太行，憧关在其南，

龙门在其北"就是这里山川形胜的写照

002 7j(tJf豆芽月;耀'J:ófJ1I芳笋



( << 蒲州府志 ~ ) 。 又有诗咏之曰 立

马风陵望汉关，三峰高出白云间 。 西来

一曲昆仑水，划断中条太华山" (清 · 峻

德) 。 天成界划，中条山 、华山的"中

华" 二字也成为我们民族冠名的众多传

说之一。

不是吗?这片神奇的土地，以它独

特的地理构成和自然形貌，使它成为人

类文明的重要发样地。 华夏民族就在这

里进行自己幼年的启蒙和早期的奋斗;

这里的山岗河流平川沃土，为我们的祖

先提供了最初的生活与繁衍的摇篮。 白

昼与黑夜，日出与日落，月朔与月望，四

季与节气，都是以这里的计时来分野和

划定的。

从上古时期开始，这里出现了一座

城市，当然是那种最原始的政治、经济 、

文化的中心所在。 城的周围长满葳藉的

蒲草，那坚挺的枝干 、繁茂的绿叶和

满绵润的蒲棒，被远古时代的人们认为

是样瑞的植物，就把这座城市起名为

"蒲" 。 华夏上古时期一位伟大人物就

生活在这里，他就是五帝之一的舜。 舜

待继母至孝，待庶弟至爱，待人至仁，待

物至善。 尧王访贤来到这里，发现了这

位仁爱的舜，就把帝位传给了他，还把

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与女英许配给了

他。 舜继承了王位，把国都定于蒲( ~帝

王世纪 ~ : "舜都蒲圾" ; << 括地志 )) : 

"蒲摄故城，舜所都" ) 。 舜"生于诸冯、

J 

(}(}3 舜结'ffJ(

耕于历山 、渔于雷泽 、陶于河滨这些

地方都在蒲东一带，至今遗迹尚存。 f尚

祥其间，不由人不生思古之幽情。 舜的

建国宗旨是"天下一人饥则我饥，天下

一人寒则我寒至今还是我们建设和

谐社会的参照。 作为华夏古国的国都，

其原始的简陋景象可以想见，而其重要

地位，却不能因为它的简阻而被忽视。

人类社会缓慢前进的历程中，它是一处

重要的驿站。

夏至西周时期，蒲称"长原"、"长

圾多为侯国。 周武灭商，大军路过距

蒲不远的首阳山，我们熟知名字的那两

位商代遗民伯夷、叔齐，企图劝说周武

王不要灭商伐纣。 历史的车轮他们当然

阻挡不住，于是在周灭商后，这弟兄二

人拒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留下了

两个大基家，还有"二贤祠" 。 他们不肯

闭合的目光，透过历史的烟云，也许在

默默地注视着千年之蒲的每一次变迁 :



仰荼'1ft至五货

春秋晋霸，晋之邑地，仍封建为侯

国 。

战国时期，称"蒲邑属魏。 邑即

城，分明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了 。

秦汉时期，称"蒲顷是那位千古

一帝秦始皇亲自改定的名字 。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分天下以为

三十六郡蒲属河东郡。始皇帝二十八

年(前 219 年) ，赢政巡游东方，封禅泰

山，途中登蒲邑，见长圾。 长版是公元前

625 年修了黄河浮桥后，将河西、河东的

秦晋联结起来的很适遛的大道。 这位命

令天下"同文同轨"的铁腕政治家很随

便地把这个黄河岸边的城市改名为蒲

-'/ 

握了( << 山西文史资料 ~ 1999 年第 3-4

期) 。 史书上说的"舜都蒲圾应当是

此后的记载，而我们至今说的"永济古

称蒲圾也是说的这以后的事。当然秦

都咸阳，汉都长安，这里只能是县级建

制了，是为"蒲摄县" 。

王莽篡汉时，将蒲摄改为"蒲城"

不过这蒲城的名字与他的"新朝"一样

短暂。

西魏大统三年( 537 年) ，宇文泰打

败东魏高欢一→彦茸晋祠的一代枭雄，

夺得蒲圾。 九年( 543 年) ，迁城距河岸

()()5 '并孝存庭舜结'f;fjJll "却



只二里，建起坚固的砖城，成为"关中之

巨防并改名为"泰州" 。

北周时，改名为"蒲州" 。 从此，就

一直称"蒲州" 。

经过几千年雨雪风霜的磨洗 、烈火

烽烟的熏染，屹立于黄河东岸的蒲州，

终于冲出了时光隧道，走过了漫长的历

史，迎来了自己繁荣昌盛的年代。 这是

一个充满着盛世气象的年代，这是一个

充满着生机和创造的年代，经济繁荣如

江河行地，文化昌盛似日月经天，而蒲

州，抓住了历史机遇，书写了自己最辉

煌的一页。

这积淀为古老深厚的文化蕴藏的

一页，直到一千三百多年之后的今天，

依然光辉未减。

E 李唐王朝起跑与终点的战略中间站 J

蒲州进入唐朝，态度是矜持的，决

定是迟疑的，脚步是缓慢的。

其实，唐朝的主人就是蒲州的旧主。

隋朝末年，炀帝东征高丽，南游江

都，北巡雁门，穷兵赎武，民不聊生，弄

得义军蜂起十八路诸侯，三十六处烟

尘天下大乱，江山摇摇欲坠。 这时候

蒲州的主人，就是李渊。 李渊家族是皇

亲，是隋朝的八大开国功臣之一 ，授爵

"唐公李渊这时候就袭唐公的爵位。

他时任河东抚慰大使等职，就在蒲州驻

J 

仰李鹏

扎。 不过这一阵子他不受炀帝信任，因

为社会正传播着一股流言，说是杨家的

江山要由李家取代。 炀帝已经杀了一个

姓李的大臣了，对他也是严加防范。 炀

帝走马雁门，避暑游乐，遭到突厥袭击，

急招救兵，李渊派兵解了他的围，这才

恢复了对李家的信任，委派李渊一个更

大的官职一一太原留守，仍兼职河东。

李渊去太原赴任，还是把蒲州留作根据

地，不带家属，只领次子李世民去。 我们

或许还没有注意到，一个开创一代盛世

同时也决定了蒲州数世纪繁荣的伟大

历史人物，开始向着我们走来。

在太原，李世民这位"天纵英才"

早已看到了腐朽隋朝的必然结局，看到

了一个新兴王朝的历史机遇。 他发动太

原的主要官员与自己一起策动父亲，使

拥有太原军力、民力的李渊下了反隋的

决心。 在三晋大地的天空中，中国历史

上的重要王朝一一唐，已然初露曙光。

李渊战略的第一步是领军南下，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占长安为基地，然后再取天下。 代王派

重兵守霍邑(今山西霍州市) ，又派名

将屈突通驻蒲州，实际是为了瓦解李家

在蒲州的战略优势。 这一招果然厉害，

李渊的军队攻破了霍邑，自己驻守经年

的蒲州却不能顺利通过，只好改变路

线，从吉县壶口被河，绕道韩城、合阳，

才攻下长安。 这一重要军事行动对他的

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但他对蒲州的战略

地位和政治经济的深远意义的认识还

是远远比不上他的儿子李世民。

一年后，在江南游玩的太上皇炀帝

被部下所杀，长安城里的代王皇帝自知

难保，只好把皇位禅让给实际掌权者唐

王李渊，李渊改国号为"唐" 。 这一年是

隋义宁二年，唐武德元年( 618 年) 。 李

家王朝从太原起步，经过浴血奋战，终

于跑到了胜利的终点，在秦皇汉武的蟠

龙之都，树起了唐王朝的骥龙黄旗。

然而蒲州是倔强的蒲州，蒲州城头

没有立即竖起骥龙大旗。一位名叫尧君

素的河东太守还在为隋驻守着蒲州 。 然

而，开国皇帝李渊，不论是新朝之戚还

是旧朝之情，都不会放过肘腋之下的蒲

州城。 他先后派出虞州刺史韦义节、工

部尚书独孤怀恩等领兵攻蒲，不克，最

后连自己的女婿领兵大将也被尧君素

擒拿并斩首城外，以示元降意。 朝廷无

奈，只好另派劲旅名将。 于是，李世民正

式向蒲州走来。

r 

()()7 )，李太多字李t1ftè

这时李世民已是全国武装部队总

司令(太尉) ，持节(可代表皇帝发布命

令) ，节制陕东、河东、河北军马。如此军

力威势也没有将蒲州一攻而下。 尧君素

部下慑于李世民的威名，杀了尧君素，

而尧君素的另一名忠实部下王行本又

平息了内乱，继续坚守，与李世民的部

队相持数月 。 不妙的是，这时山西另一

支重要军事力量刘武周与蒲州结盟，率

重兵乘势从唐军背后杀来。 形势危急，

河东震动，关中震骇。



面对蒲州，皇帝也失去了信心。 他

亲手写了一道敢令 ， 要李世民领兵退

却，并决定放弃黄河以东的全部地盘 :

"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

谨守关西而已 。 "

作为唐朝国运的中流砾柱，作为唐

王朝的真正主心骨，在这重要的历史关

头，李世民力违上意。 他上表进言 ，字字

如铁 太原，王业所基 ， 国之根本;河东

殷实，京邑所资 。 若举而弃之 ， 臣窃愤

恨。 愿假精兵三万，必冀平息武周，克复

汾晋。 "

原来李世民只是统帅，不是前锋，

攻蒲州他并不在最前线。 这时他下了最

大的决心，亲自披坚执锐，领兵上阵。 等

到十一月黄河冻了坚冰，他引军从龙门

渡河，这才攻下原本属于自己的蒲州，

挥师平定河东。

历史的指针，这时候定格在武德三

年( 620 年) ，春，正月，距唐朝建立，已

经三个年头了 。

没等占领军的最高统帅组织入城

仪式，皇帝李渊就迫不及待地从长安赶

来视察蒲州 。 李世民是顶尖的军事家 ，

自然有着军事家必须具有的大将风度

和军事警觉，他不能一开始就进驻城

里，就像一千三百年后的大军事家毛泽

东，北平解放了 ，他并不急着进城去住 ，

而是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只是派叶剑

英、聂荣臻去做市长和警备司令。 等到

y 

散兵、特务、地下敌对分子抓得差不多

了，社会治安平静了，他才进城去，中南

海这时候也清扫得干干净净了 。 李渊就

没有伟大人物的这种气度，情感上讲他

毕竟是在蒲州主过事的，心理上就急切

些。 没想到，进城前他遇到了一场大大

的风险。 蒲州城里接收部队的将领是工

部尚书独孤怀恩，是李渊的小舅子 ， 当

然是皇帝的摘系，要不只有六个部就给

他一个部长来当?但也就是他一直攻不

下蒲州，还把外甥女婿给牺牲了 。 李渊

好几次写信讽刺他，说姑的儿子们都

是天子了，下来该轮到舅的儿子了吧? "

独孤怀恩就心说，难道我家就只能出女

贵人么一一他姐是皇后，有机会也该我

家出出天子了 。 李唐王朝那时还是反王

遍地，叛附不定，想当皇帝的人甚多，独

孤怀恩已经暗中有了打算，并和刘武周

部下最有本领的大将尉迟敬德进行联

络，准备起事。 此时，李渊在黄河西岸已

经上船，得到了消息，不禁大吃了一惊，

急忙部署，派人召见独孤怀恩。 独孤怀

恩没有料到事巳败露 ， 竟轻舟简从而

来 ，结果就被抓住杀了 。

城外历险，故地重游，李渊的感觉

肯定是更不一样了，便增加了许多感

慨。 李世民这时还驻扎在远处的司令

部，听到父亲诛杀舅舅驾临蒲州，才从

驻地轻骑赶去见驾。 漫步在硝烟刚刚散

去的蒲州城垣上，父子两人对蒲州的意



义想来已经达成了高度的统一。 对李渊

来说，这次攻打蒲州，是他自己政治远

见的锻炼和提高，使他加深了对蒲州的

认识，更加深了对眼前这个接班人的认

识一一尽管到现在李世民还不是他确

定的接班人。 这一点，对于大唐的江山

社穗，对于此后中华民族的一段重要历

史，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穿过一千三百多年的风云舒卷，我

们仿佛还能听见李世民关于蒲州的战

略预言，历史的沧桑业已证明了他的预

言。 蒲州是李唐王朝的战略重镇，是联

系太原根据地的咽喉要塞，是资供都城

和朝廷后勤保障的重要依托及精神倚

仗，是李唐王朝从起跑到终点的战略中

间站。

它不会不受到格外重视。 有唐一

代，蒲州城和蒲东地域不断兴建的国家

顶尖级别的文化景观一一普救寺、鹤雀

楼、蒲津搜浮桥和铁牛、栖岩寺 、王官

谷·… . .就是这种高度重视的表现。

E 从河中府到中都 E

他太知道蒲州的分量了。

建唐九年来，李世民基本上是在马

鞍上度过的。 九年来，他多次从蒲州组

织部队开赴前线发动新的战役，又数次

把士兵撤回蒲州进行休整。 黄河岸边粉

尘绵密的黄土已经掩盖了历史的印痕，

现在已经看不到军士的足迹和战马的

蹄印了 。 但李世民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

开蒲州 ，离开太原，离开雁门关外广袤

的草地。 那儿是中原之患，是李唐王朝

之患。 在隋末唐初的那些年月里，突厥

的强壮马队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以内

的侵犯，国内还没有完全统一，深谋远

虑的他早就注意到那是日后关系国家

安危的重要阵地。 他们李家的"龙兴"

之地太原这时候却被刘武周控占着，失

去自己群众基础雄厚的根据地，就等于

一千多年后的工农红军失去瑞金;李家

失去太原，也等于失去了大唐帝国的最

重要的国防。 而且，刘武周的部队里，还

有着一个让他朝思暮想的大英雄尉迟

敬德啊，虽然现在他还是敌军将领，但

他相信以自己的诚意和魅力能够温暖

并俘获他的心，让他在自己的阵营里创

作为大唐第二位皇帝，李世民即位 建不世之功。 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尉迟敬

的第一天，颁布的第一道皇帝令，就是 德没有辜负唐王期望，他以"单鞭打开

赦天下，免去蒲州和其它几个州府两年 唐世界"的英雄业绩成为唐朝的开国功

的赋税。 赦天下是每一个皇帝即位时的 臣和"凌烟阁"上图影像中最靠前的人

惯例，他只是援例而行，算不得什么特 物之一。

别命令，最重要的是后面那一条。 这一切，都是在蒲州思考、策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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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的。 军盐是璐村盐池取之不竭

的盐晶，军衣是峨崛垣上雪白的棉花，

军粮是晋南平原的小麦和八百里秦川

的稻谷一一横跨大河、接通秦晋的蒲津

桥以及距离大河之沿不足二里的军事

重镇，真是天助伟业啊。 李世民在历史

已经十分悠久的城垣上该是以怎样的

心情一次次印下自己也将十分悠久的

脚步啊。

唐朝多么重要，李世民多么重要，

蒲州就多么重要。

李世民死后，李唐王朝经过武后、

韦后、太平公主们兴起的历时半个世纪

的飘摇，终于迎来了自己又一个盛世年

代一一唐玄宗(李隆基)开元 (713-741

年)时期 。

大规模的战争已经远远离去，李隆

基以曾祖李世民为楷模开创了盛唐气

象。 他任用贤明，整伤纲纪，安疆防远，

发展生产，造福人民，崇尚文化，使中国

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强大帝国，再一

次站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前列。

此前的宫掖巨变、朝廷阴谋，都是

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进行的，大唐重

镇蒲州这几十年里，在做什么呢?

它在建设，在发展，在升华，在擅变。

它在建设着更加成熟的城市，

它在发展着更加先进的生产，

它在升华着更加文明的精神。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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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和平的日子里，蒲州的军事

意义已经逐渐弱化，它也不会再是当初

不断变换着主人的临时政治中心，它的

城市性格当然不会再是当初的惨烈和

倔强，而是不断擅变为儒雅和雍容。 长

期担任蒲州刺史的陆象升不是一个只

凭威势和挝伐治理州事的官员，而是颇

具仁爱宽容之风。 他的部属向他提意

见，说你不施刑责，怎么树立威严呢?陆

象升的回答也是一贯风格 f不用上级口

吻。 他说，人情不远，难道你就理解不了

我的意思么?实在想用责罚立戚，就从

你开始吧!可爱如此，让人不由想到几

千年前的舜帝耕田一一尧王蒲州访贤，

在历山脚下看见一个年轻人正在赶两

头牛耕地。 他在犁杖上拴了个簸寞，牛

一偷懒，就用鞭子敲几下。 两头牛都以

为同伴挨了打，就奋力拉犁。 尧王看到

这个年轻人如此仁爱，便打听他的名

字，才知道他就是舜，后来就把王位传



给了他。 蒲圾一一蒲州，民风、世风、官

风一以贯之，宽仁厚爱，如细雨柔风，在

黄河岸边滋润。

蒲州藏起了自己的凌厉，形成了更

符合历史地理地位的精神向度，形成了

自己的城市风格。

唐继隋后仍然把西都长安、东都洛

阳作为政治中心，长期经营着。 而就在

这时候，就在唐王朝建立已经 104 年之

后，李隆基于开元九年( 721 年)命令把

蒲州改为"河中府立为"中都置

派官员，与长安、洛阳相同。

中都河中府，蒲州的新名称标志着

自己城市品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蒲州，完成了一个军事重镇向着全

国文化重心的演变。 通过这种演变，不

难看出最高统治者的深远命意:西都、

东都，长安、洛阳，太多的宫廷纷争，太

多的政治倾轧，太多的派系恩怨，太多

的繁冗政务，实在是难以容纳文化的发

展，而每一个国力强盛的朝代和目光远

大的领袖，都是不会忘记发展文化的。

李隆基也不负历史厚望，他在距离西

都、东都最为合适的位置确立了整个王

朝的文化战略支点，就像当年他的曾祖

李世民把这个地方确立为军事战略的

支点一样。

蒲州一一长安，现代距离， 170 公里;

蒲州一一洛阳，现代距离，266公里。

打开华夏古国的版图，我们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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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光仔细查找，还有把蒲州作为文化

战略支点更为适合的地方么?

中都河中府，正式成为中华帝国唐

王朝的全国文化中心，随之而来的文化

景观和文化现象，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产

生的。

E 唐代蒲州:文化的蒲州到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家。 "我们已无缘得见唐朝的蒲州那元

比的繁华了 。 然而，透过卷帧浩繁的历

史典籍，还可依稀看见唐中都那车马喧

阔的街市，那书声朗朗的学府，那丝竹

缭绕的舞栅歌台，那争奇斗韵的文坛词

苑。

蒲州满意于历史赋予自己全国文

ýt/ 



化中心的城市定位，几千年积淀的文化

营养也培育了它与之相适应的蕴藉儒

雅的城市特征，使它形成井保持了宽容

和谐的文化生态，表现了博大的文化容

量和强健的文化气魄。

蒲州最引人注目的文化遗存是祭

祀场所，或殿，或祠，或坛，或庙，城内城

外，多处存焉。 祭天的玉皇阁在西门之

左;祭地的先农庙在城东瓮城之外;祭

舜的熏风台依东瓮城南城墙而建，还有

虞帝庙，在东瓮城内;祭禹为禹王庙，则

在城西蒲津桥北侧;祭文有文庙，在城

之东南;祭武有关帝庙，在城之中央;拜

// 

佛，城外有普救寺、万固寺;礼道，五老

峰即是道教名山，城西北角还有真武

庙;其他如火神庙、马王庙、魁文阁、无

祀坛、城惶庙，也是各有所祀。 最有地理

依据和地方特色的祭祀活动，当属祭舜

与祭河。 舜都蒲圾，天下惟一;舜帝遗

风，千年遗续;祭舜之盛，蒲州、| 自然别于

他处，有着特别的历史渊源。 而祭河，在

蒲州也最为贴切。 黄河泛滥，蒲州也深

受其害，且不说庄田村落，光蒲津桥就

年年被冲毁，成为地方和朝廷的心腹大

患。 肃宗时( 756-761 年) ，教封江、河、

淮、济四读之神，其中封黄河为"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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