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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印
刷术始于雕版印刷。这卷藏于洛阳博
物馆的五代雕版印刷佛经，是我国现
存较早的雕版印刷作品，为研究早期
雕版印刷技术和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
的实物例证。

狄仁杰之神都水运
——兼议水城洛阳之建设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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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以后，洛阳水运业开始衰
落。然而，河湖交织、舳舻扬帆的神
都美景是否可以再造呢？这是完全
可能的，并且在北方城市中，洛阳是
唯一可以建成“水城”并开通城市公
交船的城市。

目前，洛阳市借助引黄入洛工
程，对洛河、瀍河、涧河等水系进行改
造。引黄入洛工程从小浪底南岸引
水口分水枢纽引水，通过修建穿越邙
山的 20 公里隧道，引水至洛阳城北
的金水河水库。经金水河水库调蓄
后，引来的黄河水被一分为二：一路
进入涧河市区段的上游，经涧河可补
充中州渠和洛河的水量；另一路由邙
山渠向东进入瀍河市区段上游，补充
瀍河水量。工程完工后，黄河水先将
涧河、瀍河的河道注满，再流入洛河、
黄河。相当于在洛阳转了一大圈后，
黄河水又转了回去，水资源并无浪
费，并极大改善了洛阳的河流生态环
境。

但是，这个方案还可以再作如下
优化。

小浪底之水首先引入金水河水
库，此区域是神都苑的一部分，以此为
基础，启动大唐神都苑复原工程。此
意义有三：其一，神都苑是中国著名的
皇家园林之一，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洛
阳乃至中原的旅游业的龙头；其二，可
以成为洛阳水运的中枢，并为城市用
水提供充足水源；其三，可以成为小浪
底的调节水库。

重新设计洛阳的河道和湖泊，连
接金水河水库和瀍河的邙山渠、连接
金水河水库和涧河的水渠应拓宽拓
深，重新整治中州渠和城市水网，在洛
阳之东合适位置复原大唐东溪，此河
贯通伊河和洛河，在东溪之上要形成
一个广阔的水面，仍命名为新潭，这是
第二个水运中枢。这样，一个贯通洛
阳的运河系统呼之欲出。

待水系贯通后，洛阳可开通城市
公交船和旅游船。此意义有二：其一，
开通城市公交船后，会大大缓解城市
交通压力；其二，再现神都美景，城市
公交船和旅游船还可以将各旅游点贯
通，使洛阳旅游业上一个新台阶。

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中的神都
洛阳，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无疑是“水”。
在影片中，人们看到了大运河浩瀚的水
面，看到了城边宏大的港口（右图），看到
了盛唐时期中国的楼船，看到了贯通城内
居民区的河流。这些场景在神都曾经存
在过吗？是的，洛阳是那个时代的水运
中心。而如今，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的经
验，打造当代的“水城洛阳”！

电影中龙王出没的“大海”，其原型
是神都苑。神都苑，又称西苑，是大运
河的中枢和起点，也是皇家园林，初建
于隋炀帝时期，完善于武则天时代。清
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记载：“隋之
会通苑，又曰上林苑，武德初，改为芳华
苑，武后曰神都苑。”

在隋炀帝统治时期，从大业元年
（公元605年）到大业六年（公元610年），
他先后征发大量民工，开凿了通济渠、
邗沟、永济渠和江南河，从而形成了以
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

通济渠是大运河最先开凿的一段，
这条运河是利用了古代运河渠道，加以
拓宽而成的。其具体路线是：以洛阳的
西苑为起点，引谷水、洛水进入黄河，然
后利用黄河的一段河道直达板渚（今汜
水东）。从板渚再引黄河水南流，使河水
进入古鸿沟系统的睢水。这条睢水经过
现在的中牟、开封、陈留、宁陵、夏邑、永

城、灵璧、泗县，最后入泗水而进淮河。
西苑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人工湖，其

范围是北接新安，南及飞山（今丰李南
山），西至渑池，周长 145 公里，面积近
400平方公里。根据地势，其水系略呈
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走向，又根据魏
晋时谷水（涧河）顺邙山脚下、由西往东
而去的记载，此区苑内引水当为谷水入
苑，退水于洛河。西苑园景以河、湖、山
为骨架、脉络布置园景，呈现出水光潋
滟、湖光山色的风景特色。

为了实现西苑作为大型调节水库
的功能，在流入西苑的河流上修有水
柜。所谓水柜，是调节运河用水的蓄水
工程，即在山丘地区筑坝截取溪流，利
用湖泊洼地蓄积地面坡水和泉水，或自
天然河流引水，设闸控制。运河水浅时
放水入西苑，运河水大时放水入水柜，
特别是运河发生洪水时可泄洪水入水
柜蓄存，待运河需水时回注接济。

电影中出现的洛阳城边的大型港
口，其原型是武则天时期开凿的神都新
潭港。

唐代初期，随着洛阳航运事业的长
足发展，水路客货运量急剧增长，建设好
港埠就成了当务之急。武周大足元年
（公元701 年）六月初九，武则天下令在
神都立德坊南（今洛阳瀍河下游以西，洛
河以北一带）开建新潭，以供诸州租船停
泊。《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洛港新
潭，大足元年开，以置租船。”

新潭是引漕渠水，在立德坊西南形
成停泊区。漕渠南通洛水，北与含嘉仓
相连接的泄城渠衔接，东流出城通于黄
河，舟楫往来十分便利。《元河南志》记
载：“漕渠本名通远渠，隋开。自斗门下
枝分洛水。当洛水中流立堰，令水北流
入此渠。”“东北流至立德访之南，西溢为

潭。”负责此项工程的是将作大匠宗晋
卿。

新潭一带是当时船只的最大停泊
区，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内河航运港
口。那时这里游船商舶，多达万艘，填满
河路，盛况空前。开元十四年（公元726
年）七月，瀍水暴涨入港，漂没诸州租船
数百艘，说明其时停泊在新潭一带舟船
之多。

临近新潭之含嘉仓，有大型仓窑40
多个，总面积42万平方米。唐玄宗天宝
八年（公元749年），含嘉仓储粮58万余
石，几乎是当时全国大型官仓粮的一
半。据从含嘉仓遗址中出土的铭砖上记
载，这里贮存的粮食主要是从苏州、楚
州、冀州、邢州、德州、滁州、沧州、魏州等
江南和华北地区运来的租粟与租米，是
通过通济渠和永济渠运至洛阳的。

古代把大型船只称为楼船，皇帝
所乘的大型楼船被称为御楼船（龙
舟）。当时，洛阳是楼船制造的中心，
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中出现的楼
船勾起了我们对辉煌洛阳楼船制造史
的遥远记忆。

隋唐时期，洛阳楼船制造工艺
已非常成熟。隋炀帝乘坐的御楼
船，长 66.67 米（200尺），上建 4 层重
殿，高 15 米（45尺）。同时，战船、运
输船等各类船只的制造都达到空前
的水平。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八
月，隋炀帝初巡江都，船队有几千艘
各式船只组成。唐高宗、武则天时

代戡乱定边中，大唐楼船军（水师）
曾威震天下。

在当时洛阳的城市交通中，水运
起着主导作用。神都有三市，即三大
商业市场，为通远市、丰都市、大同
市。《大业杂记》载：大同市，周围四里；
通远市周围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
万计，市南临洛水；丰都市，周围八里，
开有十二道门，市内有一百二十行，三
千余肆（店铺），通渠相注。市之四壁
有邸店（提供客商交易、住宿、堆放货
物之行栈）四百余个。这三个市场都
有河道与运河相通，物流人流借水而
行。

雕版印刷工艺精
该经卷正中有一菩萨坐在莲花上，头戴花冠，身

披璎珞，左右八臂各持法器，经文为梵文，高29.5厘
米，长38厘米，左下角有墨书“天成二年”等字。

天成二年，即公元927年。尽管距今已逾千年，
但在丝麻印制的经卷上，经文依然清晰可见。洛阳
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该经卷年代久远、保存完好、
做工精美、造像逼真，具有极高的研究和收藏价值。

雕版印刷是印刷术的起源。雕版制作时，工匠
先将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然后把要印的文字和图
形写在薄纸上，反贴于木板之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
画，用刀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画突出在板上。
印刷时，先用刷子蘸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着
把白纸复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净刷子在纸背上轻
轻刷一下，把纸拿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

该负责人说，由于这种印刷技术是在木板上雕
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称它为“雕版印刷”。而雕版
印刷的版料，一般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材，如枣
木、梨木等。

战乱五代印刷兴
“雕版印刷肇自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

人。”这是古今对雕版印刷发展历程的概述。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科技的鼎盛时期。佛

教的兴盛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为雕版印刷提供了巨大
的发展空间。唐末“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
众，每岁五驮无余”，就是最早关于佛教印刷的记载。

在动乱的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不但没有萎
缩，规模反而日益扩大。对此，洛阳博物馆相关负责
人介绍，官府推动和民间印书热情起了重要作用。
最典型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官方设立的国子监开始
大规模组织编印儒家经典。由于政府对印刷业的提
倡，官僚贤达、文人雅士等私人刻印书籍的也逐渐流
行，形成了官刻、家刻、坊刻三大主体，刻书地点遍及
大江南北。遗憾的是五代十国的印本流传至今已经
非常稀少，珍藏于洛阳博物馆的五代经卷也就显得
弥足珍贵了。

北宋时期，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把印刷技术提
高了一大步，此后，雕版印刷技术逐渐衰落。

雕版印刷佛经卷：

雕版印于丝麻上
年代久远仍精美

本报记者 白云飞 实习生 郅泽宇
通讯员 孙海岩 文/图

文物名称：雕版印刷佛经卷
文物年代：五代
出土时间：1985年
出土地点：洛阳

五代十国是《新五代史》对五代（公元907年至公
元960年）与十国（公元891年至公元979年）的合称，
也指唐朝灭亡到北宋建立之间的历史时期。其中，五
代指唐朝灭亡后，在中原地区依次更替的五个政权，
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这五个依次更替的
中原政权均无力控制整个国家，只是藩镇型的朝廷。
公元960年，赵匡胤篡后周建立北宋，五代结束。

而在唐末、五代及宋初，中原地区之外存在过许
多割据政权，其中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
南汉、南平、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被合称“十国”。北
宋建立后，基本实现了统一。 （云飞）

五代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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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怿（公元 487 年至公元 520 年），字
宣仁，北魏孝文帝第四子，洛阳人。他11
岁被封为清河王，深受孝文帝宠爱。他是
北魏颇有名气的政治家。

元怿从小聪明伶俐，接受过良好的汉
文化教育。他博览经史子集，颇有文才，
为人宽仁容裕，喜怒不形于色。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孝文帝
病逝，太子元恪继位，即宣武帝。元怿被
任命为侍中、尚书仆射，年仅 14 岁。从
此，元怿开始步入政坛。同时，宣武帝又重
用舅舅高肇，对之宠信有加。高肇擅权，将
阻碍他的宗室王公大臣一一除掉。孝文帝
临终前任命的六位辅政大臣皆被高肇陷
害。此后，政事由高肇一人主持。

高肇之女被立为皇后之后，高肇为尚
书令，地位更加稳固。高肇还将矛头对准
宣武帝的两个弟弟元怿、元愉。最终，元
愉“不胜其忿怒”，遂诈称得到元怿密信，

说高肇要弑帝谋逆，于冀州起兵反叛，但
很快被平定。元怿看到宗室亲王一个个
被杀，自己又涉嫌元愉谋反案，恐不能自
免，遂于延昌二年（公元512年）的一次宴
会上公开斥责高肇，并提醒宣武帝要提防
奸臣，不可事事都交给高肇处理。

延昌四年（公元514年），宣武帝去世，
太子元诩登基，即孝明帝。随后，孝明帝
诛杀高肇，并以元怿为司徒，胡太后临朝
听政。不久，元怿进位太傅，主持门下省
事务。胡太后认为元怿是皇帝的亲叔，且

“有才学闻望”，遂委以朝政。元怿也“竭

力匡辅，以天下为己任”。在他辅政后，北
魏出现了“理无滞而不申，贤无隐而不举”
的良好局面。

元怿的刚正不阿，也得罪了权臣元
叉。领军元叉是胡太后的妹夫，他联合卫
将军刘腾共同陷害元怿。正光六年（公元
520年）七月，他们以谋逆罪杀害了元怿。
直到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四月，元怿之
案才得以平反。元怿被追赠为太师、大将
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元怿墓在今洛阳北
邙山南麓。

（资料提供：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元怿：刚正不阿受命辅政 宦海浮沉命运多舛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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