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大庙会

气候温润、百花盛开，成都平原具有成为
“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条件

宋代之后，“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也面临
着战乱带来的严峻考验，特别是经历过宋末
元初、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战争。而得益
于天府之国卓越的自然环境，以及在这里生
活的先民的勤劳智慧，在战乱之后，这片天府
之国总能迅速恢复生机与活力。

明代时，杨升庵任职翰林院时曾被派遣
到成都祭明蜀王陵，在《祭蜀王文》中赞叹蜀
藩为“天下之首，莫之与京”，中期的名臣谭纶
曾在奏折中称“蜀府之富甲于天下”。蜀王府
的壮丽，在明代都堪称一绝。而历代蜀王也
积极用自己的影响力向朝廷申请减免四川税
赋，增加四川士子科举中第的名额，从而达到

“以诗书礼乐化一方”的效果。当时成都百姓
的生活，一派“少城一曲浣花溪”的浪漫景象，
延续了唐宋时的繁华。

清代在“湖广填四川”的浩大移民后，天
府之国又一次迸发出了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到乾隆年间，四川全省的人口已超过明万历
年间的两倍。成都城墙高大宽阔，“高三丈，
厚一丈八尺，周二十二里三分，计四千一十四
丈，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垛口五千五百三十
八，敌楼四，堆房十一，门四”的记载，为后世
还原出了一座西南大都市的基底。城内的文
殊院、北较场、提督衙门、盐道衙门，城外的武
侯祠、红牌楼、青羊宫、浣花溪、草堂寺、万里
桥、安顺桥、薛涛井、沙河铺、九里堤、驷马桥、
昭觉寺等等，时至今日，依然展现着属于天府
之国的繁华风貌。

成都，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用韧性与勤
劳，延续着千年天府之国的传承。2022 年，
成都常住人口突破两千万大关，成为全国第
四个人口破 2000 万的城市；2022 年，成都
GDP 达 20817.5 亿元，全国排名第七。这里
汇聚了世界 500 强半数以上的企业；此外，成
都的制造、交通、教育、医疗、科技、金融等行
业也快速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成都
还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大熊猫、青城山、武侯
祠、杜甫草堂等等，都是成都独属的文化旅游
名片，吸引着来自世界的八方游客。

“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曾经生活在
天府之国的先贤们，在历史长河中记录下了
天府之国的灿烂篇章；如今的天府之国，翻开
了历史的新一页，无数后来者站在历史的高
度上砥砺前行，书写着这片热土新的辉煌。

流光溢彩琴台路，再现历代繁华

唐代时的都江堰，在灌区上有了进一步
拓展，其灌溉范围不仅继续延伸至成都平原
南部甚至岷江中游，而且灌区的管理组织体
系和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从渠首到灌
区已形成了较严格的岁修制度，保证了都江
堰永续不断地发挥作用。宋代时的都江堰，
共分出 4 条干渠，灌溉着成都府，蜀、彭、绵、
汉、邛 5 州，灌溉面积超过 200 万亩。都江堰
的管理也更加完善，不仅形成了稽查、水政
和工程三个互相制约的管理体系，而且都江
堰还成为国家水利工程，朝廷派出御史领提
举官，到灌区巡视，代表中央政府监督岁修
工程质量和经费使用情况，地方上则设置各
级官员共同负责灌区的水政和都江堰工程
的管理及岁修活动。

水利条件的进一步完善，带来的是天府
之国的全面提升。唐时的天府之国，是中国
的手工业中心，尤其在织锦、造纸和雕版印
刷等领域开拓创新，享誉全国。唐代的蜀锦
是著名的上贡珍品，不但产量全国第一，而
且其织造技艺独步天下。《旧唐书·五行志》
载，唐中宗李显的女儿安乐公主出嫁，成都
献上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
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

除了蜀锦外，成都还是全国的造纸中
心，成都所产的黄、白麻纸，是唐王朝中央
政府的官方用纸。得益于造纸术的发展，
唐代成都还是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心。
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唐印本《成都府成
都县龙池坊卞家印本陀罗尼经咒》（公元
757 年后印），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也是世界
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

无怪乎诗仙李白到了天府之国成都，发
出了“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的
感叹，也无怪乎诗圣杜甫在成都修建起草堂
后，盛赞天府之国成都“窗含西岭千秋雪，门
泊东吴万里船”“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的美景。

宋代的天府之国，繁华比唐代更胜。这
里是物阜民丰、人文荟萃之地，是西南大都
会。宋代成都的耕地面积、灌溉面积为全川
之冠。南宋时曾任宰辅的蒲江人高斯得说
过，四川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仅次于两浙
地区（《宁国府劝农文》）。坚实的农耕基础，
为天府之国带来了繁华的商业环境。

成都城内酒楼遍布，集市生意兴旺，大
宗商品购销繁荣，小吃、卤肉、蜜饯豆糕等摆
满街巷；丰富的商业资源在成都形成了著名
的“十二月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
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
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
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据《宋会要辑稿》
载，神宗熙宁十年（公元 1077 年），成都府辖
九县共设税务（场）十个，征收商税十七万一
千余贯，仅次于杭州，居全国第二位，约占当
时全国商税总额八百零四万余贯的百分之
二。说明宋代的成都与杭州同为国内经济
最发达、市场最繁荣的地区。

旺盛的商业需求和繁华的商业环境，使得
天府之国在北宋时，诞生了交子。与1661年瑞
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欧洲最早的纸币相比，
成都诞生的交子领先世界六七百年，是世界上
发行最早的纸币，对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了重
大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关中盆地、北京小平原、
成都平原、江南地区、太原附近、闽中地区、沈
阳一带、武威地区和台东地区先后被称为“天
府之国”。据史书记载，战国时期关中和幽州

（今北京）就有着天府之国的美誉，并成为当
时中华大地上最为富庶的地区。秦汉时，成
都平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里局势稳定、物
产丰富，列备五都，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区域之
一。到了东汉末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
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
之，以成帝业”，并辅佐刘备夺取益州，建立蜀
汉基本盘后，成都平原也成为天府之国，从而
天下闻名。

到了宋辽夏金之时，北方地区因为战
乱频繁，社会动荡，因此江南一带成为国内
新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与成都一同并列“天
府之国”；北京也曾被文人们津津乐道地称
为“天府之国”；此外，在历史各时期里，闽
中、盛京（沈阳）、凉州（武威）、台东等地也
先后被称为“天府之国”。但随着千年时光
的匆匆而去，曾经的各个“天府之国”或有
了新的称谓，或影响力变小，但成都平原依
然延续着“天府之国”的称号，这在中国历
史上堪称奇迹。

“天府之国”四个字，有着深层次的历史
政治逻辑和严格的标准。自苏秦将天府之国
作为地理概念，被称为天府或天府之国的地
方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地方大多具有优越
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宜居的气候，
在农业社会具有沃野千里、资源丰富、百姓安
居的条件。古代的天府之国还需要具备一定
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所谓的金城千里，在提供
军事所需粮草和人口的同时，还拥有易守难
攻的地理因素。

天府之国虽然先后有九个，但在全国
有着极高影响力的当属“关中平原”和“成
都平原”两处。而这两地之所以能号“天
府”，和水利工程的润养可谓是密不可分
的。关中平原是第一个“天府之国”，春秋
战国时，秦国所处的关中地区，本是偏远荒
凉之地，但随着“郑国渠”的修建，“泽卤之
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
野，无凶年。秦以富疆，卒并诸侯”（《史记·
郑国渠》”）。

秦末天下大乱，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商
讨定都事宜，张良分析关中形势，认为关中地
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邦于是定都长

安，到西汉初期，人们就称关中为“天府之国”。
唐末五代乱世后，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

济中心已经开始东移和南移，关中平原的中
心地位不复存在，天府之国的美誉渐成“明日
黄花”。而同时期的成都平原，经过秦汉的长
期稳定发展，经济丰裕、社会繁荣，“天府之
国”的美名便归于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的兴起，也与水利工程的修建
关系紧密。早期的成都平原，不仅内部有众
多积水和沼泽地，而且岷江、沱江水势汹涌，
常常发生洪水，生活在这里的古蜀先民就曾
饱受洪水侵袭之苦。根据史籍记载和三星
堆、十二桥等蜀地考古发现，大禹之后的先秦
蜀地历朝，都有被暴雨和洪水影响，不得不迁
徙的痕迹，而五代蜀王也都有兴水利避水患
的举措，特别是开明王朝的开创者，第五代蜀
王丛帝鳖灵，就是一位治水的能人。

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有水灾，其相
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在鳖灵的带领
下，古蜀先民对成都平原的水患进行一次大
规模的治理，大大缓解了常年困扰成都平原
的水患之苦。在这个过程中，鳖灵也获得了
极高的声望，为他之后取代望帝杜宇，建立开
明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够脱胎换骨，成为延
续 2000 多年的“天府之国”，其转折在秦灭巴
蜀后，李冰修建都江堰。秦昭王时，李冰担任
蜀郡郡守，主持蜀郡的政事。当时的成都平原
依然水患丛生，李冰主张“治蜀先治水”，他多
次跋山涉水，对影响成都平原最大的岷江流域
进行了考察。传说他受到农妇用竹筐装衣服
在河边清洗的启发，用竹篓装上鹅卵石，来防
止堤坝被水冲走；观察到石头经过火烧，再浇
上江水而裂开（热胀冷缩）的现象启发他劈开
虎头岩的故事。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最终建
起了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都江堰是岷江上的大型引水枢纽，也是
世界上最长的无坝引水工程。在古代称为都
安大堰，又称湔堰。这项水利工程对于成都平
原的意义，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里有着精
辟的论述：“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
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
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灌溉三郡，开
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
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
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这短短 8 个字，
成为成都平原富庶最贴切、最精准的诠释。
李冰之后，历任治蜀名人也对都江堰水利工
程进行了完善与维护，比如汉景帝时，蜀郡
守文翁发动百姓疏凿都江堰宝瓶口以下河
床，引内江水灌溉农田 1700 余顷；东汉时，
将都江堰的岁修工程从民间自理改为政府
主持，并在广都等县修建水利工程，引郫江
及绵水建造陂塘，造福一方；三国时期，诸葛
亮治理蜀国时，更是专门设置了堰官，同时
征调男丁 1200 余人对都江堰进行专门的保
护和治理⋯⋯

正是因为历任蜀地的主政者对都江堰的
重视，使得成都平原一直保持着较大的耕地
面积、极佳的灌溉条件，成为国内至关重要的

“天府粮仓”。也正是因为此，成都在从汉代
到宋代的这 1000 多年里，成为中国最繁华的
大都市。汉代时的列备五都，唐宋时的“扬一
益二”，都是对“天府之国”最好的注释。

2023年6月19日
星期一

08

Culture&History

主编：段祯 蒲薇 责任编辑：何大江 美术编辑：钟辉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成都平原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天府粮仓”

◀望丛祠外的鳖灵治水

扫一扫更精彩

华夏大地上先后出现过 9 个具有优
越自然条件的“天府之国”，如今唯有成
都平原依旧延续这一名号——

转移的“天府之国”
连续的“天府文化”

专 访1 得名 在9个“天府之国”中脱颖而出

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天府之国”，是古人对生活环境最美好的描述。天府，本义为天子府
库，比喻物产丰饶、应有尽有。凡是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区域，不仅有山川之
险、灌溉之利，更重要的是形势稳定、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如今，我们在提
起“天府之国”四个字时，人们的第一反应自然就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的成都平原，而成都平原，也成为如今华夏大地上唯一的天府之国。

确实，从东汉末年，诸葛亮“隆中对”时指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
之土”后，成都平原就与天府之国结缘，并从此延续了近2000年。但实际
上，“天府之国”这一美称，最初却并非是成都平原的专属。在上下五千年
的历史中，华夏大地上先后出现了九片“天府之国”，它们都具有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并在特定时期绽放出了别样的光彩。

千年时光已逝，如今其他的8个已不再称“天府之国”，唯独成都平原
依旧延续美名，也延续了“天府之国”的繁华与富庶。

在近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

个关键词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系统、精
准的总结、提炼。其中，“连续性”居于首位。

如今的成都，既是繁华的国际大
都市，又有着独特的休闲文化；生活在

这里的人，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又能
享受生活。时代在变，但不变的是
“天府之国”富庶繁华的美誉，还

有天府文化“天人合一，自然和
谐”的精神内核。这无疑正是
对中华文明“连续性”最直
观、也是最写实的体现。

“天府之国”作为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发
展过程中形成的亮点，实质上既是繁华的连
续，也是文化的连续。对此，四川大学城市研
究所所长何一民教授解释说：“‘天府’一词在
周朝已经出现，‘天府’为当时‘天官九府’之
一。‘天府’也由此具有了双重含义，既是自然
之府，也是天子之府，它与国家政治、社会管
理相融合，渐生出社会性的新意。”

“天府”作为一个地域名称则始于战国时
期，由纵横家苏秦提出。此时的天府已不再
是政府机构的名称，而是一个地区经济发达、
军事强盛和综合实力强大的总称。“天府之
国”概念的首次出现则是在汉代。汉初，张良
提议定都关中，言“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
之利，北有胡络、代马之用⋯⋯蓄积饶多，地
势形便，此所谓天府也，天下之雄国也。”

由此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从“天府”到
“天府之国”，从概念上就已经出现了一个连
续发展的过程。而在地理上，这种连续性也
同样存在。最早的天府之国是指关中地区，
但从东汉以后，关中地区的美誉逐渐消失，

“天府之国”这一称号并未消失，而是发生了
转移。何一民教授认为，关中“天府之国”的
衰落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因为长期战争，二是
因为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三
是因为自然灾害频发。三者叠加，使得关中
地区与“天府之国”渐远，成都平原接过了“接
力棒”，让这个美誉连续了近两千年。

成都平原为什么能够成为新的“天府之
国”？何一民教授指出，成都平原不仅沃野千
里、物产丰饶，更重要的是，成都还具有独特
的地理优势。从宏观地理位置来看，成都居
于古代长江经济带、南方丝绸之路和北丝绸
之路三大经济文化带的交汇点，既是中国与
欧亚连接的地理中心，也是中国西部内陆城
市的地理中心。在区位空间方面，成都位于
中国的中原、西南、西北和长江中下游等宏观
区域的中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中观区域条件
来看，成都平原处于东西南北各群族及其文
化交流、互动和交汇的中心位置。从微观地
理环境来看，成都三面环山，地处中央平原。

“这种独特的地理条件一方面孕育和滋养了
别具一格的古蜀文明，另一方面也为成都城
市文明连续不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卓越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区位优势，使
得成都平原成为中国享誉最久、影响最大的

“天府之国”，更重要的是，诞生于天府之国的
独特天府文化，也在巴蜀之地连续发展了下
来。何一民教授说，中华文化是一个复杂而
庞大的文化系统，巴蜀文化则是其中的一个
亚文化，而天府文化又是巴蜀文化下的一个
子系统。

天府文化，实质上展现的是天府之国生
活的人的精神内核，是天府之国延绵连续两
千多年的文化传承。何一民教授认为，天府
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天人合一”思想，这种
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念，是一种独特的人文精
神。天府文化第二个重要特征则是创新创造
的文化精神。纵观历史，天府之国从未停止
过创新创造的脚步，成都的发展波澜起伏，既
有辉煌和繁荣，也曾在古代的战争中遭到破
坏。但每次破坏后，成都又能快速恢复，始终
保持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天
府文化第三个特征是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
这里生活的人们既保持着乐观自信、优雅时
尚的生活态度；又传承着“好文雅”“颇慕文
学”的文化风尚。因此自古以来，成都平原就
是人文荟萃，名人雅士云集之地。

时光千年流转“天府”美名不变

2 兴起 因都江堰工程成“天府粮仓”

3 发展 物阜民丰、人文荟萃之地

4 传承 站在历史的高度书写新的辉煌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亦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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