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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中国大
运河”能否写进《世界遗
产名录》，结果将正式揭
晓。在“中国大运河”申
遗中，洛阳市占有两个遗
产点：回洛仓遗址、含嘉
仓遗址 160 号仓窖。含
嘉仓遗址早已写入中学
历史教科书，而大家对回
洛仓比较陌生。回洛仓
是大运河上建设最早、规
模最大的国家粮仓，被称
为“大运河上第一仓”。

大运河上第一仓
——回洛仓之隋唐风云 □郑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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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最初建都长安，由于关中物资贫乏、

漕运不畅，隋炀帝继位后，决定将都城迁到洛
阳，命宇文恺主持东都洛阳的营建工作，并开
始大运河的开凿。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两项工程同
时动工。当年八月，大运河通济渠、邗沟两段
修成，从洛阳到扬州全线通航。次年正月，东
都和西苑建成，方圆两百里的西苑是一个大型
人工湖，是大运河的中心。数年后，永济渠、江
南河通航，南达余杭、北抵涿郡的大运河开
通。这是世界水利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是隋
炀帝的盖世奇勋。

洛河是通济渠的第一段，隋朝在洛河边建
成了三座大型仓城，即回洛仓城、含嘉仓城、洛

口仓城，这里储存了当时全国一半以上的税
粮。

回洛仓城位于今洛阳市区东北郊，在隋朝
洛阳城外7里的邙山上。2004年6月，在这里
发现仓窖71座、古代道路3条。考古人员对其
中的4座仓窖进行了发掘，出土一块带字的砖，
刻有“大业元年”字样。

含嘉仓城位于今洛阳老城区北侧，在隋朝
洛阳城内，隋朝时规模较小，唐朝时取代回洛
仓，成为最大的仓城，仓内有 400 多个粮窖，
160号仓窖以保存有大量的炭化粮食而闻名。

洛口仓城位于东都巩县洛河入黄河之口
处,因此而得名。洛口仓略小于回洛仓，属于
中转仓。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东郡法曹翟让，因
犯死罪逃亡到瓦岗寨（今滑县南），与同郡王伯
当、单雄信、徐世 一起，形成土匪集团，打家劫
舍，杀人越货。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曾参
加杨玄感叛乱的贵族李密，进入瓦岗寨，翟让推
其为首领。在李密的策划下，瓦岗寨众人公开
举兵叛乱，号称瓦岗军。

当时隋炀帝在江都，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
派兵围剿瓦岗军，但由于裴仁基等将领养寇自
重，官军屡败。后来，李密成功诱降了裴仁基。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瓦岗军长途奔
袭洛口仓。占领该仓后，建立政权，国号魏，建
元永平，李密自称魏公，分封百官。

当年三月，李密派裴仁基带两万兵马，从洛
阳城南攻入里坊区和丰都市，然后放火焚城，从
天津桥到丰都市的洛阳南区全部被焚，居民被
烧死十几万。瓦岗军移师邙山，攻取回洛仓城。

当时洛阳城外的回洛仓是中心粮仓，储粮
最多，洛阳城内的含嘉仓储粮较少。回洛仓的
丢失，关乎全局。但洛阳隋军甚少，越王杨侗下

令募兵，民众踊跃参军，迅速募兵7万，号称“东
都义兵”，以庞玉为帅。数日后，庞玉率东都义
兵与瓦岗军会战于回洛仓城，并攻取该仓，尽歼
其敌，裴仁基匹马逃脱。

但是，东都义兵未经训练，回洛仓之战损伤
重大，于是越王杨侗命其在平乐园（今孟津平乐
村）休整。李密闻此消息，率兵10万围攻平乐
园，双方血战数日，东都义兵除少数人突围外，
其余皆阵亡。李密率军重新夺取了回洛仓城并
向东都发动大举进攻。

由于东都民众自发守城，瓦岗军久攻不
克。六月，由江都通守王世充等人率领的10万
隋朝援军到达东都，瓦岗军弃围，隋军重新占领
回洛仓城。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正月，李密攻占
金墉城，作为自己的都城。四月，瓦岗军再次攻
破回洛仓，致使东都粮食缺乏，陷入困境。五
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弑的消息传到洛阳，官民拥
立越王杨侗为帝，是为皇泰帝。九月，隋军向瓦
岗军全面反攻，李密大败，率兵投降了李渊。

在瓦岗军败亡后，大隋帝国还剩两个割据
者，即割据关中的李渊，国号唐；割据河北的窦
建德，国号夏。

这时，隋朝若君臣相和，将他们剿灭并不
困难。但是，手握重兵的王世充，突然发动了
兵变，杀害了元文都、卢楚等重臣，独揽了朝
政。公元619年农历四月初五，王世充自立为
帝，国号郑，建元开明，都洛阳。隋皇泰帝杨侗
被废黜并被弑，大隋帝国灭亡。

公元620年农历七月，唐朝以李世民为统
帅，大举东征郑王朝。李世民告诉其部下，欲
剿灭王世充，必须占领回洛仓城，同时截断大
运河，断其粮道。

于是，李世民进军洛阳西郊的磁涧，命令
大将王君廓攻取洛口仓城，又命大将黄君汉
攻取回洛仓城，还派兵攻取龙门和 辕关，切
断了洛阳的军需补给线和对外联系。王世充
与李世民在洛阳城外大小数十战，皆未能解
围。公元 621 年农历二月，洛阳被围半年之
久，并且李世民下令，不许任何人从城中逃
出，目的是耗尽城中存粮。洛阳断粮，人相
食，官民取浮土、捡米屑充饥，普遍病肿股
弱，无法行走，尚书郎卢君业、郭子高等皆被
饿死。

王世充派人求救于夏王窦建德。窦建德
亲率10多万大军西援洛阳，水陆并进，与王世
充部将郭士衡会师于虎牢关。这时，若迅速西
进，可解洛阳之围。但是，窦建德轻敌，贻误战
机。当年五月，窦建德中了李世民的计，全军
覆没。

消息传至洛阳，王世充无奈投降李世民，
郑王朝灭亡。李世民将其满朝文武全部屠杀
于洛河边，毁其都城的标志性建筑乾阳殿、则
天门等，回洛仓城也被弃用。

回洛仓，大运河上第一仓，与隋唐之际多
个政权的兴亡密切相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应是实至名归。但是，如何将它合理保护和利
用，真正成为与龙门石窟一样有影响力的世界
遗产旅游景区，值得我们深思！

通济渠上的三仓城

瓦岗军三破回洛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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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不得志 妻子自请休
西汉的朱买臣是吴县（今属江苏）人，家里十分贫穷，但非常爱

好读书。早年因战乱，朱买臣和妻子崔氏逃难到洛阳西郊生活。
他白天上山砍柴，把砍好的柴挑到集市上卖，以此维持生计；晚上
在家挑灯夜读、发愤图强，但运气不佳，屡屡受挫，日子过得十分清
贫。

长期粗茶淡饭的苦日子令崔氏渐渐地有些不耐烦，她的脾气
变得越来越坏，开始看不起丈夫那副穷酸的模样，说话也十分尖酸
刻薄。朱买臣有口难言，只能默默忍受。

一日，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朱买臣饥肠辘辘却被妻子逼到山
上砍柴。朱买臣以为多砍些柴多卖些钱，妻子就会高兴起来。没
承想，崔氏另有打算：她让媒婆为自己物色了新的丈夫——家道殷
实的张木匠。

朱买臣一进家门，崔氏就提出要求，命他写下休书。朱买臣痛苦
地请求妻子再忍耐一时，等他时来运转，日子就会好起来，而崔氏毅
然决然地说：“即使你将来做了高官，我沦为乞丐，也不会去求你！”

朱买臣见崔氏全然不顾多年的夫妻情分，只好伤心地写下了
休书。

丈夫成高官 前妻愧不已
几年后，朱买臣经过同乡严助的引荐，其不凡的才华得到了汉武

帝的赏识，被任命为会稽郡太守。上任之时，朱买臣坐着大轿，前呼
后拥、鼓乐齐鸣，十分威风！途经洛阳西郊时，突然有一个妇人跪在
道中，拦住了路。朱买臣从轿中往外一看，原来是前妻崔氏。

崔氏得知朱买臣被封为会稽郡太守后心慌意乱、后悔万分：木
匠怎能跟太守相比？太守夫人享的是何等荣华富贵呀！于是，崔
氏又抛弃了现任的丈夫张木匠，跑到朱买臣面前磕头请罪，哀求他
允许自己回到朱家。

朱买臣见此刻的崔氏蓬头垢面、落魄万分，心中十分同情，但
回想起她当年不念夫妻情分毅然离去，又十分生气。他若有所思
后，便吩咐随从端来一盆水，对崔氏说：“我把这盆水泼在地上，你
如果能将洒在地上的水收回，我就带你回家。”崔氏赶紧点头答应。

朱买臣端起水盆便把水泼在地上，崔氏手忙脚乱，急忙去收，
最终连泥带水也没有收回半盆。她哭诉着说：“老爷，水已渗入地
下，无法收回了。”朱买臣道：“你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为何还要回来
找我？”说罢，命人起轿而去。崔氏羞愧不已、哭天抢地，还被众人
耻笑……

后来，人们把朱买臣泼水、崔氏哭水的这条街叫“哭水街”，久
而久之，转音成了“谷水街”。

覆水难收：
嫌贫爱富妻弃夫
重圆不得愧难当

成语词典

【成语】覆水难收
【人物】朱买臣
【释义】也作“覆水不收”。覆：倒。倒在地上的水难

以收回。比喻事情已成定局，无法改变。亦喻夫妻离异
不能重圆。

【出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何进传》：“国家之事，
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

本报见习记者 朱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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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洛仓之战概念图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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