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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曾经的阿房区
西安市的行政区划中，城圈内有碑林、莲湖、

新城三个区，城圈外有雁塔、未央、灞桥、阎良、长
安、临潼六个区，现在又改高陵县为高陵区，改户县
为鄠邑区，里外共十一个区。但其历史上还曾经有
个阿房区，如今却鲜为人知，或者被人忘记了。

《西安市志》记载：“1954年 9月 25日，经陕西
省人民政府报内务部批准……同时将西安市原
辖 12个区……合并调整为 9个区……阿房区，由
原十二区和从长安县划来的郭杜区十一乡、三桥
区四、五、六乡和三桥镇及斗门区四、五、六、七乡
组成，区人民政府驻人民村（原解家村），辖西郊
西至漆渠河地区。”这是阿房区最早出现的时间，
说明它是西安市建国后首次调整区划就出现的
九个最早以地代替序数命名的辖区之一。

阿房区之名来源于秦阿房宫。“六王毕，四海一，
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戍
（shù）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族秦者
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
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唐代
诗人杜牧《阿房宫赋》中对其兴建与毁灭的生动描
写，和对秦朝统治者骄奢亡国历史教训的生动形
象总结，早就使阿房宫天下闻名了。

阿房区在西安历史上曾经风光一时。《西安
市志》明确记载：1960年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西安市再次调整区划，5月 20日曾宣布将莲湖、
碑林、新城三区撤销，其原来管辖的区域：“莲湖
区划归阿房区；碑林区划归雁塔区……新城区东

郊划归灞桥区，其余划归未央区。”发现这个记
载的时候，我先是以为自己眼花了，因为我虽然
迷信志书的权威，但却知道这样记载肯定是错
误的，或者不完全准确。原因是我记得当年我
家所在的西安西南城角的西大街公社，六十年
代初是归雁塔区管辖。随手查了下《莲湖区
志》，上面也明明记载着：“在城市人民公社化运
动中，西安市人民委员会 1960年 4月 20日经陕
西省人民委员会同意，西安市调整区划，莲湖区
建制撤销，北院门、青年路、城隍庙后街三个公
社地区划归阿房区，建立阿房区莲湖人民公社，
俗称大社，原三公社为分社。西关公社划归阿
房区土门人民公社，改名安定门分社。北关、红
庙坡公社划入未央区为大明宫人民公社两个分
社，西大街公社划入雁塔区为南院门公社一个分
社。5月 1日正式对外办公。”和我的记忆正相吻
合。说明莲湖区建制撤销后，被“瓜分”给了阿
房、未央、雁塔三区。而非如《西安市志》所记载
的：“莲湖区划归阿房区”。

其中，莲湖区所辖的西大街公社就是划给了
雁塔区。《莲湖区志》还记载：“1982年 1月，居住
和土地花插于域内的雁塔区潘家村公社……划
归莲湖区。”可见雁塔区确实管辖过玉祥门外的
潘家村公社，而且这个潘家村公社范围出乎意料
得大，有“三民村、大土门、西关、新桃园、糜家桥、
草阳村、北火巷及潘家村等 27个大队”。

据《西安市志》和《莲湖区志》记载，1962年 4

月 7日，经批准，恢复新城、莲湖建制，各区辖域
恢复到 1960年 5 月以前的界线。1962 年 7 月，
莲湖区建制恢复，大社建制撒销，分社仍称人
民公社。北关、红庙坡、西大街、青年路、北院
门、城隍庙后街等六个公社复归莲湖区所辖。
1965 年 9 月撤销了灞桥、雁塔、阿房、未央区建
制，辖区合并为一个，统称为郊区，阿房区从此
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其所辖西关、土门、桃园和
三桥等四个公社都划归了莲湖区。满打满算，这
个当年西安最红火、规模也最大的阿房区，一共
存在了大约 11年，其中合并了莲湖区大部分区
域的时间，差不多为 5年。

从《未央区志》上可以看到：阿房区成立之
初，主要辖区为今未央区的三桥区三个乡。但
是之后，1956 年 7 月，将阿房区的建章乡（原第
六乡）、后围寨乡（原第七乡）、阿房宫乡（原第
八乡）、北十桥乡（原第九乡）合并组建为阿房
宫乡。……1959年 3月咸阳的沣东人民公社新
店子、敖家二个生产队划归阿房区，属阿房宫
人民公社管辖。还有潘家村人民公社的阎庄
村、十里铺两个生产大队迁入阿房宫人民公社
辖区。……1960年 5月阿房区三桥人民公社驻
三桥街，辖阿房宫农村分社和三桥、西纺两个
城市分社。……阿房区阿房宫人民公社辖建章
（驻三桥街）、后围寨、和平
三个管区。直到 1965年阿
房区撤销。 □朱文杰 钩 沉

“环肥燕瘦”的成语，形
容的是美女体态不同而各有
风致。“环”指唐代贵妃杨玉
环，其体态丰肥；而“燕”，则
是指汉代皇后赵飞燕了。飞
燕清瘦绝美，又善歌舞，能在
人的手掌上跳舞，可见其体
态之轻盈美妙。缘于此，她

“自微贱兴”，竟成了皇后。
然而赵飞燕是谁的皇后，《辞
源》中的说法竟然不同。

一说是元帝的皇后，一
说是成帝的皇后，而元帝刘
奭（shì）正是成帝刘骜（ào）的
生身父亲。

其“掌上舞”条下云：“传
说汉元帝后赵飞燕能在手掌
上跳舞，极言其体态轻盈。”

其“赵飞燕”条下云：赵飞
燕，“汉成帝宫人，成阳侯赵临
之女。初学歌舞，以体轻号曰
飞燕，先为婕妤，许后废，立为
后，与其妹昭仪专宠十馀年。
哀帝立，尊为皇太后。平帝即
位，废为庶人，自杀。”

这让人十分纳闷，元帝
是成帝之父，而两人皆以飞
燕为皇后，难道历史又有惊人的相
似。其后六百年的武则天，先为太
宗李世民之才人，后又为高宗李治
之皇后，而李世民与李治，正是父
子关系。他们莫非是效法汉元帝

和汉成帝的？难怪骆宾王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中，对
赵飞燕武则天一起骂。骂
武则天是“潜隐先帝（太宗）
之私，阴图（高宗）后房之
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
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
主”。骂赵飞燕是“燕啄皇
孙，知汉祚之将尽（赵飞燕
于后宫有子者皆杀之，故有
燕啄皇孙之谣）”。但转念
一想，骆宾王所骂的赵飞
燕，并未提及其身为元帝成
帝父子皇后事。为慎重起
见，再查《汉书》。

《汉书》卷九七下记载：
“孝成（即成帝）赵皇后，本长
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
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
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
飞燕。成帝尝微行出，过阳
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悦
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
俱为倢伃，贵倾后宫。”

以此看来，是《辞源》“掌
上舞”条下的元帝皇后是错
的，元帝的皇后姓王，系王莽

之姑，为成帝生母。至于赵飞燕，其
实是成帝的皇后。 □杨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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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林指瑕

在敦煌莫高窟第一百五十六窟主窟，有
一幅巨大的壁画。整幅壁画纵高 130厘米，
横长 830厘米，展现了一幅大军出行的场
景，画面绘制了将军、兵士、军乐手、骑士、旗
手、舞者等相关人物 200余人，壁画的名字
叫《张议潮出行图》。位于画中心位置的将
军，也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张议潮。

张议潮，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出生
于河西沙州（今甘肃敦煌）。张氏世代
为沙州豪门首富，势力庞大，财富惊
人。然而张氏虽然在经济上具有极大
影响力，但是在沙州当地，却并没有转
化为应有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资本。原
因在于，这时候沙州的统治者是与大唐
长期对峙的强大政权，威风赫赫的青藏高
原雪域霸主——吐蕃。

吐蕃，是由松赞干布建立的封建农奴
制政权。他在征服邻近象雄、苏毗、塔波、
工布、娘布等十二个部落制邦国的过程中，
日益强大，一举在青藏高原建立起统一政
权。随着吐蕃崛起，西部高山阻隔，其势力
不断向东、北、南三个方向扩张。经过连番
的军事扩张，吐蕃迅速成为横跨今天西藏、
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草原游牧大帝国，
与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唐朝接
壤，并开始强烈碰撞。

面对吐蕃这个忽然崛起的强大对手，
唐朝经过多次军事交锋之后，无力遏制其
不断扩张，只能被迫采取和亲策略，力求
维持和平相处局面。唐太宗与唐中宗先
后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远嫁
吐蕃最高统治者松赞干布、尺带珠丹，然
而双方关系依然时好时坏，表面上的甥
舅关系远远不能弥合对于国家利益的争
夺。而在长期的碰撞摩擦中，两个强大
的政权谁都无法将对方彻底消灭，只能
维持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平衡。

在长期对峙过程中，吐蕃基本上采取
攻势，经常袭扰大唐边境，掠夺大唐人
口，蚕食大唐土地，唐朝基本上采取守
势，面对吐蕃骑兵，只能疲于应付，被动
防守。受制于疆域辽阔，周边突厥、回鹘
等强大政权林立，唐朝不可能将全部精
力投入到对付吐蕃，而在吐蕃周边，那些
小政权都已彻底臣服，因此可以全力对
付唐朝。

天宝十四载（755），大唐粟特人边将，
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
起兵十五万反叛唐朝，安史之乱爆发，经此
一劫，唐朝国力瞬时由盛世巅峰跌落谷
底。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唐朝急调朔
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等边军东入内
地，造成西北部边境空虚。肃宗乾元元年
（758），吐蕃见有机可乘，以助唐平叛为名，
要求进入唐朝境内，在遭到婉拒的情况下，

于乾元二年至三年悍然出兵，占领陇右节
度使下所领鄯州（今青海乐都）、廓州（今青
海化隆）、成州（今甘肃成县）、渭州（今甘肃
陇西）、兰州（今甘肃兰州）、河州（今甘肃临
夏）、武州（今甘肃武都）、洮州（今甘肃临
潭）、岷州（今甘肃岷县）、叠州（今甘肃迭
部）、宕州（今甘肃宕昌）等唐朝河西地区。
随后又于上元二年（761），肃宗病重，不能
理朝之机，大举进攻唐朝，攻陷松州（今四
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唐朝在接二连三
败北之下，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吐蕃尽皆攻
占诸州割予吐蕃，并承诺每年向吐蕃供奉
岁币，以换取和平。从此唐朝控制地区由
原来黄河九曲之地全部龟缩河西。

随后吐蕃势力又进一步东侵，甚至两
度占领大唐都城长安，杀人掳掠之后扬长
而去，直到最后演变成每年秋季深入长安，
进行固定的抢劫“打秋风”。

吐蕃大军随后进攻张议潮的家乡沙州
（今甘肃敦煌），此时因河西诸州失陷，沙州
与唐朝联系早已中断，已是一座困守待毙
的孤城。但吐蕃大军却在沙州遭遇了最
顽强的抵抗，沙州军民在内无粮草、外无
救兵的极端困难情况下，以卵击石，毫不
退缩，给予吐蕃大军很大杀伤，城池久攻
不下。然后吐蕃大军不会轻易放弃，这一
场攻防战争旷日持久，“自攻城至是十一
年”。德宗建中二年（781），沙州军民在弹
尽粮绝，回天无力的情况下，城池终于陷
落，从此河西之地尽归吐蕃所有。吐蕃开
始全面控制中西方贸易重要通道河西走
廊，加强了对控制地区及周边各民族的经
济掠夺和人身压迫。

吐蕃是一个军事实力强大，文化相对
落后的草原游牧政权。在河西占领区域
并没有实行有效的政治经济管理，而是将
吐蕃本土的农奴制架构进行简单复制，强
制推行。残酷的统治压迫难以收服人
心。河西民众在暴力高压政策下，并未一
心向蕃，反而更加离心离德，怀念大唐昔
日对这片土地的积极开发与有效管理。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张议潮
横空出世了。

张议潮少有大志，“论兵讲剑，蕴习武
经，得孙武、白起之精”。虽然出生于沙州
名门望族，家资富裕，但张议潮一家几代人
经历吐蕃残暴统治，耳闻目睹百姓疾苦，
因此从小就立志报国，恢复大唐，并将威
震西域、攻灭大勃律国的唐朝安西名将封
常清作为自己人生偶像，曾亲笔抄写《封
常清谢死表闻》。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在吐蕃占领河
西之地百余年，全面占据沙州八十年后，吐
蕃内部爆发战争，几派军阀相互攻伐，部落
所属奴隶也揭竿而起，统治阶级到处灭火，

自顾不暇，对河西之地的控制有所松懈。经
历了大半生艰难困苦，年逾五十高龄，从未
放弃志向的张议潮终于看到光复河西，收复
大唐失地的曙光。他破釜沉舟，散尽家财，
购买军资，训练士卒，联合沙州的大族索氏、
李氏及当地英雄安景旻、阎英达等各民族受
压迫民众揭竿而起，发动了“驱蕃兴唐”的民
族大起义。

吐蕃守将被起义民众的浩大声势所震
恐，不敢恋战，一触即溃，带领残兵败将落
荒而逃。张议潮顺利接管沙州事务，恢复
了汉人对沙州敦煌的治理。

然而沙州刚刚光复就遭到吐蕃大军围
剿，危急关头，张议潮发挥出政治家与军事
家的超人天赋，广泛发动民众，灵活机动指
挥作战。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起义
当中，起义队伍面对围剿不仅人数没有减
少反而不断扩大，僧俗群众，连吐蕃在沙州
当地的僧团领袖洪辩法师也率领僧众加入
到起义大军，竭尽全力帮助义军守城抗
敌。战斗不断胜利，张议潮起义军不仅稳
固了沙州起义根据地，还能进一步扩大战
果，又乘胜进击占领瓜州（今甘肃安西）。

张议潮起义之前，就“誓心归国”，沙
州、瓜州光复后，立即派人向大唐王朝报
捷。因东行路途遥远，要穿越荒无人烟的
大沙漠，又有途中吐蕃军队不断截杀袭
击，为保证报捷文书能够安全呈送大唐皇
帝陛下，张议潮同时派遣十路使者，分别
走十条道路赶赴长安。使团出发后，张议
潮任命各级官吏，积极恢复生产，整饬训
练军队，为沙州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生活秩
序。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整顿之后，沙州
河西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图
景，有人形容这时候的沙州：

三光昨来转精耀，六郡尽道是尧时。
田地今年别滋润，家园果树似玉脂。
河中现有十碾水，潺潺流溢满百渠。
必定丰熟是物贱，休兵罢甲读文书。

张议潮起义军在与吐蕃的军事斗争中
取得重大胜利，但与唐朝建立联系的过程
却经历重重险阻。十路使团出发后九死一
生，大部分使团成员在东行过程中英勇悲
壮，舍身成仁。只有僧人悟真带领的那一
支使团历经千辛万苦，绕过莽莽大漠，最终
到达天德军。并在天德军防御使李丕的人
员、物资协助下，又东行八百公里，终于在
宣宗大中四年（850）抵达大唐京城长安。
当这支衣衫褴褛，满身尘土，经过数千里磨
难的使团进入长安时，全城轰动，来自四面
八方的民众纷纷涌到大街上迎接自己失散
已久的亲人。宣宗皇帝得知远在天边，离
开大唐将近百年的沙州人民竟然能依靠自

己的力量心怀故国，光复国土，以隆重的
仪式接待这支远方孤城回来的使者队伍，
情不自禁地赞叹张议潮道：“关西出将，岂
虚也哉！”

宣宗皇帝擢封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
还将为这次出使立下大功的高僧悟真封
为“京城临坛大德”。

在张议潮的战略规划中，希望这次出
使能够联系唐朝政府内外夹攻击破吐蕃，
收复河西陇右全境。然而，由于此时大唐
朝已经进入中唐后期，受安史之乱和吐蕃
入侵的影响，实力大不如前，同时又由于
河西沙州距离长安过于遥远，唐朝政府除
了从政治和道义上予以张议潮支持之外，
不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军事帮助。

使者团在得到皇帝陛下对起义的肯
定与表彰之后，迅速西返，将这次出使的
成果带回沙州。

此时，距离张议潮沙州起义已经两年
过去了。

令人喜悦的是，使团西返的道路异常
顺利。在派出使团联系唐朝政府的同时，
张议潮并没有被动等待，固守待援，而是更
加积极的主动出击。大中三年（849），张议
潮收复肃州、甘州，大中四年（850）收复伊
州（今新疆哈密）。起义军军事、经济实力
显著扩大，为使团西返提供了强大后盾，原
由吐蕃控制的沙州与长安之间主要道路又
已经重新被张议潮起义军控制，使者团顺
利回到沙州。

使团带回唐朝政府对张议潮起义行动
的赞扬和褒奖，这令起义大军更加精神振
奋，士气高涨。大中五年（851），张议潮率
领起义军继续扩大战果，对吐蕃占领河西
诸地展开更大规模的进攻，吐蕃统治者军
事不利，民心尽失，在河西之地的统治迅速
土崩瓦解，到这一年八月，张议潮起义军已
经收复除凉州之外的河西所有州县，河西
终于又重归大唐版图。

面对巨大的胜利，张议潮立即又派出
第二批使团赶往长安，这一次的使者团
由张议潮之兄张议潭亲自领衔，规模更
为宏大。使团携带河西瓜、沙、伊、西、
甘、肃、兰、鄯、河、岷、廓等十一州地图，
赴长安向宣宗皇帝汇报战果，隆重告捷，
两三个月时间就到达长安。宣宗皇帝接
到捷报，下诏褒奖张议潮的忠勇与功勋，
诏书评价张议潮说：“抗忠臣之丹心，折
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
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将张议
潮与东汉时收复河西，回归汉朝的民族英
雄窦融和西汉时抗击匈奴的杰出军事家
李陵比肩并列。又擢升张议潮归义军节
度使，十一州观察使，检校礼部尚书，金
吾大将军，食邑两千户。

令人感动的是，为昭示张氏家族对国
家的忠诚，出使任务结束后，张议潮之兄张
议潭自愿留在长安，以为人质，彰显起义大
军绝无裂土自封，一心为国的志向与心迹。

进入人生暮年的张议潮依然没有停止
奋斗的脚步，依然在为了大唐疆土的回归
而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大中十二年
（858），59 岁的张议潮下令张议潭之子，
其侄张淮深，发动对吐蕃占据的河西最
后一块失地凉州的东征。七千人的东征
大军由汉、蕃两族人民组成，大量的吐蕃
民众因为不满本族统治者的野蛮腐朽统
治，自愿加入到东征大军中来。经过长
达三年的血战，张议潮终于攻克凉州，至
此所有河西之地尽皆归复，河西走廊又
开始畅通无阻。唐懿宗咸通四年（861），
唐朝复置凉州节度使，以张议潮兼领。
张议潮在基本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以一
己之力，在“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
信稀”的历史背景下，“赖得将军开旧路，
一振雄名天下知”。

张议潮在收复河西全部失地的基础
上，大力推行新的行政措施，全力经营河西
地区。重建州-县-乡-里制，恢复城坊制
度，实行军政一体化体制。废除吐蕃时
期旧的户籍、土地、赋税制度，结合河西
之地实际，实行新的地税制度，地税主要
包括地子、官布和柴草三项。重视农田
水利建设，吐蕃时期遭废弛的各项水利
设施被重新运作起来，河西诸州开挖沟
渠，设立了专职的水利管理人员，使河西
的农业得到了大力发展。采取区别对待
的民族政策，蕃人中已汉化的民众编入
乡里，与汉人杂居。吐蕃化较深者仍然
沿用吐蕃制度，以部落形式管理，充分尊
重他们的民族习俗，同时吸收少数民族
代表人士参加政权。在宗教政策上废除
吐蕃时期僧官制度，恢复唐制。并通过
削减寺产限制其依附人口的发展，通过
控制僧官的任免权使僧人们依附于世俗
政权。各项制度有力的促进了河西的经
济发展，加强了封建统治，实现了政治安
定，社会繁荣。使“百年左衽，复为冠裳；
十郡遗黎，悉出汤火”。

咸通八年（867），张议潮之兄张议潭在
长安逝世。让人更加感佩的是，张议潮以
68 岁高龄，大唐任命河西之地最高统治
者之尊，亲身东赴长安，表示对唐朝的忠
诚。临行之前，他放弃其子张淮鼎，而将
担负的河西地区职权移交给能力更加出
众的侄子张淮深。张议潮入京之后，唐朝
授其为右神吾统军，晋官司徒，位列三
公。咸通十三年（872），张议潮病逝于长
安，追赠太保，享年 73岁，结束了自己传奇
的一生。 □付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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