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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张7Ì<.禄窝志的《暑都长安》摄快就要和读者丑百了。

记得是六年前，东禄在求我关于确定他的专韭研究方向的

意见，我曾这样建议z 我们百北大学地处文化古都百安，如果

能够下些功夫对唐都长安旗作深入的研究，写出专著来，那肯

定会受到欢迎的。不久，东禄即开始提集资料，进入研究过

程。这样过了三年，佳在我的学校历史系开出了"唐都长安

战n 的选课，又用了商年多时间写出了一部唐都长安挠的专

史e

我渎了他的书穗，觉得银高兴。这部书稿有它的一些特

色。过去中升学者~唐都长安巍的研究，翠得了不少的成果，

但是，这些成果大都是属于长安坡的某个制百，至今f虫子还故

少对唐都长安域的全百娃韵综合研究。*-禄的这部书稿吸收了

苦人的成果.又有房前进。她从长安立都的条件、都娥的营

建、布局兢地、建筑制度，以及都巍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

百进行了综合研究。称它为一部唐都长安巍的专史，也许是并

不过分的。

这部书稿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些特点。作者不仅注意文献

资料的考订和运用，而且十分注意稍黑考古是果，为盟将这两

个方百结合起来。}J..作者清军i 书吕来看，有有关唐代的史书、

史志、笔记小说、诗文、碑挺身敦煌文书等，还有有关唐长安

域的考古发摇摄告等等。就我庚知，作者参考资料近二百种e

除此，作者多次对长安都摸部分遗址进行实地考察，还研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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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陵壁画与敦煌壁茧中有关窘代建筑、唐人风俗和宫廷生活等

高亩。

对唐都长安模作综合研究，是一件严肃的学术工作，部旦

有着现实的意义。唐都长安裁即今西安市、()}...历史的沿革来

说) ，以它悠久的历史和拉特的风雄，吸刮着国内外的潜客。

西安市正在大力发展族潜业，以唐长安裁为蓝图，制定了百安

裁市远景总体建设规划，要兴建一批唐代遗址公园、武景在与

博物信，以保持屠代古旗的传统特色和自然只要穿咱 在此蜻况

下，永禄R志写出唐都长安越专史，会对今天百安市的建设有

着一定的借鉴作肃。

永禄同志希望中外学者能指出这部专史中的错误拿不妥

之处， Jj{便纠正和充实。我觉得永禄的这个想法很好。董严的

科学态度应当是精益求精，不断惨正错误，寻求真理。我想，

读过这本书的中升学者是会使永禄的这个愿望得到实现电1

张岂之

1986年 3 月 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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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长安立部的条件

长安，古地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地区。这里JIj原秀丽，卉物

滋阜，人杰地灵，远吉凶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久为

古代王朝安邦立国的帝王之乡。我国历支上一代萦宋强盛的唐

王朝，是鼎于此，决非偶然。

一、优越的自然环撞

长安地当秦岭之北，濒拖渭水之菇，在关中平原中部的销

商，位于八百里秦Jr I 的中心。地理方位在东经108度至110度，

北纬34度至36度60静。海按高度400米左右。由于这里平黑辽

间，气候温和.商量适宜，是人类良好的生活区和植物生长

区。因雨，早在一百一十多万年前就有蓝国猿人，五六千年前

有民族社会半坡人，在此定活生活，繁衍生息，而我国古代的

许多王草，也都以此作为建邦立都的理想之地。

我国古代王朝都域的建置，不仅需要地区自然生态适宜于

捂住生息的环境，而且，作为一代王朝的腹心地在和统治中岳，

还必须考虑地理上的安全。((通志·都邑序》载z "建邦设

都，皆凭险阻。 úlJlI者，天之险臣也z 域池者，人之险程也。

城池必截山 Jl!以为国J长支地区就具备着这种"山Jl!以为国"

的天然有利条件。

长去地区被出号;也 "名LlI ql于天下'J G 它东沟大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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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环山。其中南面是巍峨高耸、重否迭峙的秦岭出踪，主峰

分为太白 III 、终南山、翻出、少华山、华山，起自宝鸡，达

于漳关，横亘于关中的南部。西、北两面，是蜿蜒起伏的北

山山脉，分为陇山、黯骂、歧山、梁山、九喽由、蛙峨山、紫
金山、尧由、黄龙山，起自能县，达-=r-黄河，自西北雨东立，

布列而峙。长安地区周围这些环列的重由唆岭，以及[Ü 1可茧密

的林木，繁盛的果实，丰富的矿产资源，就为都城长安的天然

设防和百姓的生活所需、百工的生产原料.提供了有利的条

件。如《汉书·东方现传》载"夫I有 IJ1. 天下之盟也。·

其自出玉石、金、银、部、侠、豫章、植、拓异类之物，不可

胜原，此百工所取结，万民所停足也f jE人自洁易《卖炭翁》

诗中，庆写的起牛驱车来长安市中的卖炭翁，就是叫戈薪烧炭

南山纱中的。

长安地区JK据丰富，河括i纵横，向有"八水绕长安"之

称。所指八水， f!P泾、渭、濡、沪、津、搞、药、请人条主要

河流。此八水分别环绕于长安的四菇"长安之地，捷、搞经

其南，泾、 t胃适其后，南、沪界其左，萍、潦〈黯涝河〉合其

右。纱①部南有濡、搞，北有泾、渭，东有语、沪，西有萍、

法。这些纵横环绕的河攘，在农田灌溉、?茵河运输、城市引

水、环境美化、气候调节诸方甜，都为古代王朝在此立都提供

了有利的条件。

二、发达的农业经济

关中平原，亦称渭河平原。是由泪河及其支流冲较而成的

黄土地苦，坡度一般在 5 度以下，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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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劳动人民七二期辛勤开发，逐渐成为英壤千里，沃里f弥壁，

适于农耕的土地。司马迂说= 在关中自湃、3/J，t;t东至向华，膏

壤沃野千里，自虫夏之贡以为上田。" @班固称其为 4广衍沃

野，鼠目上上。"③张街称这里是"九翔之上腰"。③《薪唐

书》也记载说: "唐部长安，市关中号称沃野。"@从虞夏至

汉唐，关中的土壤，都是全国农围中最为肥沃的土地。

关中的农田水利灌既有很大的发展。由于这里7](源丰富，

边势平坦，以及历代的重视兴修，因此，大小东和埋藏工程密

布，农国灌溉远较其他地区更为发达。清人毕玩说: "古来言

水利者，苦称关辅。"又说"关中据百川上流，导引甚易，

苦人谓陕西无远不可兴举水利，故渠堪视他省为多 c P ⑥ 

长安地区著名的水利工程较多。如长安以北的泾词灌溉系

统中，有秦1"t著名的郑菌渠。渠起自 f中山西部口〈今陕西礼泉

东北惠民桥西) ，引泾水东流，经泾m、三原、宫平、至嚣城

东南注入珞河，全长三百余里，灌吕西万余顷F 有汉代在郑渠

北岸所开的六辅渠和在郑渠南岸所惨的自渠。自渠起自谷口

〈今陕西礼泉东北黑石湾村) .分泾水东南淀，经离霞、栋

阳、至下驾注入瓷水，长二百余里，灌田四千五百余顷量有唐

代沿白渠沿岸厨开的太白、中白、南自三渠，称为主自渠，进

一步扩大了泾水的灌田面积。

在长安以西的渭河灌溉系统中，有汉代的成国渠。渠自渭

河北岸居县东北，弓j渭东流，至咸黯注入渭水，长二百二十余

里。另有汉代从周至灵朝原下引水东流，后注入渭水的灵朝

渠享有清代在武功开凿的永丰、普济二渠p 有唐代从宝鸡引济

水与渭水合的升原渠，及弓i萍水至交水，可灌万顷农理的贺兰

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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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立=以东，有汉代!人自锻甚(今陕西澄域:西南〉引活在

东南流的龙首渠声有从长安至注关号I t自东流的潜渠享有唐代在

韩城引黄浑水灌田六子余i页的龙门渠z 有在华;另寻 1:段*-灌固的

敷71<渠矛n在华'HI 引小敖谷 'J(灌!写的罗纹渠等。

关中地区的大小水利工程，在汉唐时已形成了以长安为中

心的农田灌溉网。灌E商柄，汉唐时期分别占到关中总耕地面

积的百分之五和石分之十，其中尤以帮城长安哉辅地区受灌面

积为最大。

关中地区出于土地肥沃，农田水利发达，罔市农业发展，物

产富语，战国时期苏秦就称这里为"天府P 之地。后西汉张良

也说 : t，关中左费、函，右陀、蜀，沃野千里z 南有巳蜀之i茧，

北有茹苑之利。……此历谓金城子里，天府之国远。"⑦对此，

颜师古解释说"财物所衰i雪天府。言关中之地物产饶多，可

备腾给，故称天府也。 η@ ( 

关中农作物的品种极其繁多。谷类作物主要有柔、理、粟、

梁、大麦、小麦、辑、糯米等p 豆类有大豆、赤小豆、结豆、

豆豆、扁豆等z 泊类及纤维作挽手f麻子、5If麻等。蔬菜类品种

更多，有棋、姜、主、葱、蒜、白菜、芹菜、百合、萝卡、胡

萝卡、菜琅、丝瓜、冬鼠、市氓、苦瓜、刀豆、葫芦等。果品

有梅、杏、李、桃、架、苹果、梅、瓜、栗、枣及社坦、擂、

柑、橙等等。汉代时，由于中西交通打开，又从西域引进了吉

若、豌豆、蚕豆、芝麻、核桃、石榴、葡萄等。唐代时，还主人

外地弓!进了窝宦、菠菜等新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关中地区农作

物租果树的种类。出于物产需饶，关中居于全国的首 7;\地区。

司马迂瓷z 叫在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乎过什

三，然量其富， 什居其六。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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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是~ft，占2生 Jt J;!.前许多玉朝立者i~

于长安在经济方面的主要原因。

•& --
-一-、

东西Î7V'l运的沟通

唐朝在关 rl' 地区建在I~，除了以上琼因之外，还因为这里渭

运沟通，在经济上和军芋上，有了一条沟通夫中与夫东地区的

供应线和运输线。

。 今芸 ili

二"'-""三令各'1 浪

得汉长安

囡窟长't:
o <:fl 

峦二 汉 I，)f 关'f r ìl '/ìllJ与潜渠 ;J(运示意去i必

。灵:主

一一-汉 f曹甏

…---腐漠漠

争 j:z昆 RJl池
遗址

40 60公里

关 ~It地区久为帝都王簸，虽然陆路交通四通八达，有以长

安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网，但是在古代陆路运输比较远

璀的情况下，供给京师的粮食、物资和各地的贡赋，就主要依

靠于水路运输o

渭河贯通夫中东西，东与黄河相连，水量较大，是关申地

区主要的水运线。因此， lif fE王辑凡在美中建都，无不考虑到

渭河水运的方便，丽将其国部主n周之丰、锅，秦之成雨， 及

汉、窍长去城等，者I~激临 i工渭河或渭lfiJ 水系的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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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时崩，渭河水运就已得到发震和大规模的利用 c

公元前647年， lJJ西晋国遇有灾荒，肉秦国求援。秦穆公以数

万石粟米从秦若~兑〈今陕西省凤翔县南) )1摸清河南下. 3'11达渭

口，入于黄河，再转汾河，运往晋都绎域〈今出两由沃侯马古

城) ，史称为"泛舟之役"。后来，秦王朝定都于咸阳，关东

各地的大批贡戴粮食，也是通过部渭水路商、谅输给京师的。

西汉和年，高袒:XiJ邦在选择国都城址时，留在主张良曾强调

西都夫中怯靠河渭水运的重要性。他说"关中起三因而固

守，独以-00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滔滔辑天'下，西给京

9市F 诸侯有变， J膜流丽下，足以委输。纱@为此，刘邦西入关

中，在渭河南岸营建新都汉长安壤，充分利用渭河水运的便和

条件， 必鸿渭之流冲大河，大船万艘转由梧过。妙。

隋唐时期，出于都城规模的空前扩大，为解决京师浩繁的

需费及西北边境兵粮的转输，封建统治者对渭河水运极为重

挠。隋草革开国不久，文帝即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下诏整治

部渭水运，沿途设呈粮仓，以转相灌注。唐代亦在高宗、中宗、

玄宗时期，多次调拨民工，在三门接凿石{彦道，解决泻渭水

运中的困难，。

关中地区另一条水运线，是人士请渠的开通。过是因为渭

河虽是关中主要的擂运线，但?自?可迂曲，从长安至黄河，流长

竟达九百余里，且"渭JII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

阂。"⑩为弥补渭河水运的不足，从汉至唐，均从长安至撞夫，

另修凿了人工清渠。

汉j曹渠凿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其时汉武帝接受大司

农郑当时建议，命齐人水工徐信表率卒数万，从长安之离，开

掘人工渠道，引渭水东鼠，经长去、(1指撞、华县、华因，至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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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今渲关黯远〉入黄河，费时三年，长三百里。

宿初，由于汉潜渠年久埋没， G帝每忧转运不给"，于是

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六月， f帘文帝命字文铠沿汉故;曹渠，

另开新渠。新渠从大兴城起，引渭水东流至撞夫，名广通渠，

亦称富民渠。

唐代也多次疏远擂渠。如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三月，

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于咸阳塞j胃求作兴成堪，截痛、沪·

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与渭合'F ，对撞渠进行了较大规模

的整治。此渠东起关门〈漳关)，西抵长安。韦坚还沿渠在长安

城东长乐坡苑墙望春楼下新开一嚣，聚泊从长江流域和淮河流

域数十郡到达的船只"船皆尾相衔进，数十里不绝妙@，玄

宗特赐名为必广运潭t" 。此后，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

咸阳令韩辽又一次疏导滑渠，起自咸阳，揽子撞关，名兴成

渠。从而使?曹渠在唐代中后期，仍发挥着重要的潜运作用。

除此?曹渠之外，唐中宗景龙时期，兵部持郎崔提叉 a献策

开南出新路，以通商翔水陆之运。"@此道自由南弓i丹水道?曹

至商然，再由商步IH墨山出石门，北挺蓝田，以为晓道。中宗就

以崔提为使，役徒数万。由于工程艰巨，役死者十之三囚。此

道可转清江汉粮米，但自新道为夏潦冲突，常常崩压不通。

唐代时期，关中清运与都壤长安的经济生活，与中央政校

的稳定关系至大。当时，关中虽然号称沃野，然而 α 其土地

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卒，故常转浩东南之粟。纱@因

此，在唐初?曹路来不及治理，岁输长安粮不过三十万石时，每

遇水旱灾荒，长安就物价飞涨，斗米于钱，百姓难以存活，连

皇帝也不得不率领百宫亮开长安就食于洛fílL 如高宗因关中

机荒去洛阳七次，玄宗去东部就食也有五次，从商当时有 G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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