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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工区有一条南北向的小路，它
串联起古代与现代，一端是滨河北路
草长莺飞的美景，一端是九都中路飞
驰而过的车流。它以唐代皇家宫苑为
名，它就是上阳路。

隋唐印记 皇家宫苑为名
上阳路修建于1980年，全长一公

里左右，路名中“上阳”二字取自隋唐
洛阳城大型皇家宫苑上阳宫。上阳宫
以环境优美、建筑奢华著称，兼具园囿
与宫廷的双重功能，在中国皇家建筑
形制上具有独特地位。

上阳宫始建于唐高宗时期，是唐
高宗、武则天时期重要的宫廷政治活
动场所，故文献中有关上阳宫的记载
较多。

《大唐六典》载：“上阳宫在皇城
之西南，苑之东垂也，南临洛水，西拒
谷水，东面即皇城右掖门之南。”《旧唐
书·地理志》载，上阳宫在“宫城之西
南隅，南临洛水，西拒谷水，东即宫城，
北达禁苑。上阳之西，隔谷水有西上
阳宫，虹梁跨谷，行幸往来，皆高宗龙
朔后置”。关于上阳宫的地理位置，多
篇文献基本一致，即隋唐洛阳城皇城
之西南，谷水（今涧河）与洛水在宫内
相交。

经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考古
人员在洛河以北，隋唐洛阳城皇城以
西，西至涧河的东西两岸、北抵隋唐洛
阳城外郭城的北部和东周王城北城墙
以北的广大区域内，发现了很多与上
阳宫有关的遗迹。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王炬

介绍，文献记载上阳宫的正殿名为观
风殿，坐西朝东，其南部有浴日楼，北
有七宝阁。考古发掘出的七一北路西
侧唐代大型建筑遗址，其遗迹现象可
以明显地分为南、中、北三组建筑。三
组建筑遗迹均呈东西进深、南北面阔
的朝向，无论是规模体量，还是所处位
置，均与文献记载相符。

“今天的上阳路与隋唐上阳宫在
地理空间上有一些偏差，但上阳路可
能仍在文献中‘西上阳宫’范围之内。”
王炬说，上阳路周边修建有横跨涧河
的彩虹桥，正是文献中“虹梁跨谷”的
美景再现。

亦宫亦园 尽显奢华精美
文献记载，上阳宫极尽奢华，督造

上阳宫的韦弘机在工程完成后，便因
上阳宫耗资过巨有诱导皇帝弃俭从奢
的嫌疑而遭弹劾被免职。

王建《上阳宫》诗中曾言“上阳花木
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不仅说明上
阳宫中花木茂盛，且引洛水、谷水入宫，
水景观特别丰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

“水上花园”。这一点在考古发掘工作
中也得到印证，王炬介绍，考古人员在
上阳宫遗址内发现了多条水道环绕在
建筑之间。上阳宫内的各种建筑布局，
没有采用以中轴线为中心，对称、行列
式的布局形式，而是以不同的位置、地
形、地势、河渠等自然环境为基础，采用
自由式、团组式的布局，将各种建筑散
置在上阳宫的园林空间中。

优美的环境、华丽的建筑，使其深
得皇室喜爱，上阳宫成了唐高宗、武则

天“居家办公”的首选。唐高宗晚年长
期在这里听政，许多重要宫廷政治活动
皆在此举行。神龙元年（公元705年），
武则天被迫还政于唐中宗后，迁居上阳
宫，并在上阳宫内的仙居殿去世。

“园林布局形式反映出唐代在
园林设计和建造等方面的成就与水
平，对后世园林设计有较大的影响。”
王炬说。

红叶题诗 成就文坛佳话
受到帝王影响，上阳宫有着独特

的政治文化属性和象征意义，引发文
人的强烈关注，成为许多诗词吟咏的
对象，甚至形成一种文学现象。

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的诗句
“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道出了上阳宫中无数佳人愁锁宫中的
苦闷。

上阳宫的御沟，不仅承担着宫中
用水排放的职责，还成为宫内人情绪
宣泄的“出口”。它是上阳宫与外界沟
通的唯一渠道，又是怀才不遇的才子
管窥权利中枢的窗口，甚至在唐德宗
贞元八年（公元 792 年）殿试状元时，
成为考试的题目。

流传甚广的“红叶题诗”
正是御沟题材衍生出的许
多文学典故之一。唐
人孟棨（qǐ）在《本事
诗》中记载，诗人顾
况与诗友在上阳
宫附近游玩时，
看到一片大梧

桐树叶随着流水从上阳宫内漂来，上
面写有一首诗：“一入深宫里，年年不
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顾
况便在第二天于水流的上游，同样
写了一首诗在叶片上，让其顺着水流
入宫内。顺御沟漂流的红叶，成为宫
内与宫外沟通的媒介，成就了一段文
坛佳话。

今天，顺着上阳路北端向南而行，
这条不长不宽的小路两侧，许多小区的
名字仍有着上阳宫的影子，如盛世唐
庄、上阳花园等。路的尽头，是2013年
建造的仿唐建筑文化主题公园上阳宫
文化园，主殿依然沿用观风殿的殿名。
这座坐北朝南、洛涧环抱的建筑公园与
唐代上阳宫在形制、地望、空间布局等
诸多方面虽不相同，但观其出挑的梁
檐、精巧的斗拱，仍能让人发出“瞻上阳
之宫阙兮，胜仙家之福庭”的赞叹。

历史上的上阳宫已毁于安史之乱
的战火与洛水连年的冲击下，而曾遍植
其中的花木，好似从未凋零，为上阳宫
文化园高高的红墙洒下历史的树荫。
一旁潺潺流过的洛水，仿佛诉说着帝王
贵胄、才子佳人、寻常百姓的动人故事。

洛报融媒记者 梁笑宇 文/图

上阳花木不曾秋

近日，“行走洛阳 读懂历史”主题讲座之“情系大运河”系列
首场讲座在市图书馆举行，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
教授张显运带来《唐宋时期洛阳段运河的漕运——兼谈隋唐大
运河对洛阳的影响》主题讲座。

隋唐大运河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起余
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全长2700公里。与世界上其
他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相比，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时
间要早1200多年，其长度相当于苏伊士运河的15倍、巴拿马运
河的33倍。张显运认为，隋唐大运河促进了南北方物资流动与
经济均衡发展，向西连通丝绸之路，向东延伸到海，将中原文化
与南方文化、北方游牧文化连接在一起，促进文化的沟通、融合
与繁荣，并推动中华文化核心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统一。

“隋唐大运河对洛阳城的影响，可以归纳为千年运河、丝绸
之路、万里茶道、世界古都。”张显运说，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开
凿的隋唐大运河，连通了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
系，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隋唐大运河带动了沿线城
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沿岸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因
为运河，洛阳成为一个商船云集的大都市，奠定了洛阳城运河中
心的历史地位。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使洛阳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重要的都
市。隋唐时期，物质文化的对外交流十分频繁，从西域来的马
匹、玉器、玻璃制品等，从洛阳源源不断地流向东南腹地和东北
边塞，甚至日本等地；从东方转运而来的绸缎绢帛等，又从洛阳
贩往西域。因此作为隋唐大运河中心城市的洛阳，成为东方丝
路的起点。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重要
的国际商道，全程1.4万公里。洛阳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城
市，从东南地区运来的货物从洛阳流向全国、全世界。张显运认
为，隋唐大运河之于洛阳有着重大的意义，没有东都洛阳的桥梁
和枢纽地位，运河也就没有了核心和灵魂，沟通南北的作用就无
从谈起；没有运河和洛阳，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会大幅减
少。隋唐大运河不仅为洛阳增光添彩，还是全国经济文化的大
动脉，铸就了千年帝都洛阳城。也正因为如此，洛阳成为国务院
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古都。

在《唐宋时期洛阳段运河的漕运》章节，张显运重点对唐末
时期、五代时期和北宋时期洛阳段运河的漕运进行了解读。漕
运是中国古代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运往京师或其他指
定地点的运输方式。唐五代时期，频繁的战乱、藩镇割据及漕
运官员的贪腐，使洛阳段运河日益萎缩，但仍然发挥了部分漕
运功能。宋太祖和宋神宗统治时期，重新疏通了洛阳段运河，
尤其是宋神宗时期“导洛通汴”工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再
现了昔日洛阳段运河的繁忙景象，但由于洛阳地位的下降，汴
州开封的崛起，政治中心的转移，洛阳段运河在北宋后期逐渐
退出了历史舞台。

洛报融媒记者 李岚 通讯员 邵园亮

“行走洛阳 读懂历史”主题讲座之
“情系大运河”系列首场讲座在市图书馆举行

经济文化大动脉
货通南北利四方

邙山，又名北邙、芒山、郏山、平
蓬山等，是洛阳北面的一道天然屏
障。邙山不仅是道家文化的发源
地，也是历代兵家的战略要地，更有
无数帝王名人葬于此，素有“生居苏
杭，死葬北邙”之说。

■北邙冢墓高嵯峨
东周时期，8 位周王葬于邙山，

老子李耳曾在邙山炼丹。东汉时
期，5 位皇帝葬于邙山。三国时期，
两位曹魏帝王葬于邙山，蜀汉后主
刘禅、东吴后主孙皓亦葬于邙山。
西晋时期，5位皇帝葬于邙山。南北
朝时期，6 位北魏皇帝葬于邙山，南
陈后主陈叔宝亦葬于邙山。此外，
北魏胡太后曾在邙山举行僧尼斋
会，朝臣皆出席。东魏两度在邙山
击败西魏，北齐兰陵王于邙山大破
北周，一战成名。

隋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
月初三，隋炀帝登顶邙山，南望龙
门，选择在邙山与龙门之间的区域
建都，即隋唐洛阳城。隋大业十四年

（公元618年），王世充在邙山击败李
密的瓦岗军，次年建立郑王朝。唐显
庆五年（公元660年），唐高宗将百济
国王扶余义慈葬于邙山，并特许百济
王室旧臣赴哭。龙朔二年（公元662
年），唐高宗在邙山建设上清宫以祭
祀老子，中国道教史上首座上清宫就
此诞生。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武
则天在邙山之阳举行亲蚕礼，“百官
及朝集使皆陪位”。

唐代时，邙山陵墓群已达到饱
和状态，难以满足李唐皇室修建大
规模陵寝的需求，因此唐朝皇帝并
未葬于邙山，李唐皇族墓葬大多集
中在洛东和洛南。

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后主孟昶、
吴越国王钱俶、南唐后主李煜均葬
于邙山，但陵墓规模相对较小。至
此，邙山所葬帝王已达33位。宋朝
时期，邙山已“无卧牛之地”，因此北
宋皇帝大多葬于洛阳盆地东部。明
朝时期，明太祖第二十五子伊厉王

葬于邙山，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
常洵亦葬于邙山。

■邙山自古多战事
邙山是洛阳北面的天然屏障，

也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
东魏元象元年（公元538年）七

月，曾发生过东西魏争夺河南的重
大战役。东魏将领侯景围困金墉
城，被李弼击败，侯景率兵夜逃。
次日，宇文泰带兵追杀侯景，反而
陷入侯景在邙山布下的阵中，险些
被擒。西魏援军及时赶到，大败东
魏军，救出宇文泰。西魏撤军后，
东魏权臣高欢却又夜袭金墉城，并
成功夺回洛阳，此战以东魏获胜而
告终。

东魏武定元年（公元 543 年），
东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北豫州投降
西魏，西魏军去迎接高仲密，与东魏
军相持在邙山。宇文泰率领西魏右
路军，大破高欢的东魏左路军。彭
乐率领东魏右路军，击退赵贵的西
魏左路军后转攻宇文泰，以支援高
欢。在东魏诸将的围攻下，宇文泰
败退关中，获胜的东魏得以收复北
豫州和洛阳。

北齐河清三年（公元 564 年），
北周联合突厥伐齐，宇文护派十万
大军围攻洛阳。北齐皇帝高湛派
兰陵王、段韶与斛律光救援洛阳。
由于周军强大，齐军不敢前进。段
韶利用谋略打败周军，兰陵王率
五百骑兵乘胜追击，冲进北周包围
圈，直抵金墉城下。守城齐兵军心
大振，内外夹攻，突破重围，大败周
军，解洛阳之围。此战使兰陵王威
名大振，士兵们作《兰陵王入阵曲》
以颂之。

隋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王
世充率两万兵马进攻疲惫的瓦岗军，
瓦岗军首领李密在邙山南麓应战。
王世充到达后，先派数百骑兵攻打单
雄信，瓦岗军损失惨重；又夜遣两百
余骑兵入邙山，于凌晨发起猛攻。李
密大败，逃往洛口仓，休整时，军中内
奸作乱，致使王世充再度偷袭成功，
降俘瓦岗军十余万人。此战为王世
充称帝奠定了基础。

1944 年五月中旬，日军大举进
攻洛阳，国民党第14军94师守洛阳

城，15军64师守西工、65师守北邙，
15 军的军部就设在北邙上清宫，军
长武庭麟率将士死打硬拼，1万多名
抗日官兵血洒翠云峰。在日军的多
次进攻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上清
宫成为一片废墟，偌大一座道观，只
剩下翠云洞。

■奇闻传说亦不少
在邙山上也有不少奇闻。《山海

经》曰：“平逢山有神如人，二首，名曰
骄虫。”骄虫虽是异兽，却是邙山山
神，身形似人，长有两个脑袋。

除了神话传说，邙山上还发生
过一件历史奇闻，即唐玄宗时期天
竺高僧善无畏降服邙山巨蛇一事。

《旧唐书·志·卷十七》记载：“天宝
中，洛阳有巨蛇，高丈余，长百尺，出
于芒山下。胡僧无畏见之，叹曰：

‘此欲决水注洛城。’即以天竺法咒
之，数日蛇死。禄山陷洛之兆也。”

能被官修正史收录，可见邙山
巨蛇并不只是简单的民间传闻。该
蛇“高丈余，长百尺”，按照 1 唐尺=
31.209 厘米计算，邙山巨蛇高 3 米
多，长31米。这在当时震惊中外，唐
人请来天竺高僧善无畏出面解决。
善无畏本是东印度国王，后因厌倦
王室争斗而出家，游历诸国，阅历颇
深。来到中国后，受到了唐玄宗亲
自慰问。善无畏观察邙山巨蛇的行
为举止，感叹道，这条巨蛇准备引水
漫洛城。于是用法咒对其进行攻
击，几日后蛇死。

这 件 事 的 发 生 时 间 存 在 争
议。两唐书均记载是天宝年间，而
善无畏早在开元二十三年就已经
圆寂。“天宝”可能是史官误记或有
意为之。旧唐书声称此事是安禄
山攻陷洛阳的前兆，而安史之乱又
叫天宝之乱，将时间记为“天宝”，
便可顺理成章地与天宝之乱联系
上，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因此，
此事的发生时间更有可能是在开
元年间。

另有说法认为，降服巨蛇的人
并非善无畏，而是善无畏的弟子，他
们以善无畏的名义降服了巨蛇，此
说法避开了时间误差。

但不论是哪种说法，如今都难
以考证，更多谜底有待考古揭晓。

道不尽的邙山文化
□楚朝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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