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取安戎 安稳蜀地

唐 开 元 二 十 七 年（739
年），章仇兼琼任益州司马、剑
南防御副使。当时盘踞在安
戎、维州（均在今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境内）等城池的吐蕃
屡屡进犯蜀地边境，时任益州
长史兼剑南防御使的张宥乃
文官出身，不谙用兵之道，攻
防皆失策，屡吃败仗，致蜀地
边境经常遭受侵扰，老百姓深
受其害。

章仇兼琼负责益州军事
后，认真研究了与吐蕃的军事
态势，认为吐蕃之所以长期对
蜀地进犯，是据安戎、维州等城
池为后盾，要彻底消除吐蕃军
的威胁，就必须攻克城池，断
其补给。但安戎、维州均在吐
蕃腹地，唐军若是强攻，实难获
胜，因此必须智取。章仇兼琼
向唐玄宗上奏智取吐蕃安戎城

之策，唐玄宗闻之大喜，当即提
拔章仇兼琼任益州长史，代张
宥节度剑南道。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春，
章仇兼琼派人秘密与安戎城守
将翟都局及维州别驾董承宴等
接触，策反二将作为唐军内
应。三月，章仇兼琼率军进攻
安戎，安戎城守将翟都局打开
城门放唐军入城，里应外合，
吐蕃军大败，章仇兼琼顺利攻
克安戎城。随后章仇兼琼又
在 董 承 宴 的 配 合 下 拿 下 维
州。吐蕃军不甘心失去重要城
池，于当年十月又派兵攻打安
戎城，均被章仇兼琼击退。前
线告捷，唐玄宗大喜，下诏改安
戎城为平戎城。随着唐军顺利
夺城，饱受战事困扰的蜀地边
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得以
平静下来。

章 仇 兼 琼（？ - 750

年），复姓章仇，鲁郡任城县

(今山东嘉祥县)人。唐朝玄

宗时期重臣。章仇兼琼出

生于官宦之家，其祖辈多有

任刺史、太守等官职之人。

章仇兼琼在蜀地任职八年，

文治武功多有建树，政绩斐

然。在川的首功便是率兵

攻克安戎城，平定蜀地西北

边境。其后他在蜀地大兴

水利，整修都江堰，修复通

济堰等，使天府之国延续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富

庶。他还开发了成都南市，

促进成都商贸繁荣，为“扬

一益二”奠定了基础。此

外，章仇兼琼捐献俸禄续建

乐山大佛，也为蜀地留下了

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章仇兼琼治蜀在军事、

经济、文化等方面多有贡献，

在老百姓中口碑极佳。《章仇

元素碑跋》上记载：“创新津

通济埝溉眉蜀二郡田，人怀

其惠，立庙于地南，号寅德公

祠”。今天在都江堰离堆公

园的堰功大道上，他的塑像

和诸葛亮、文翁、丁宝桢等治

水功臣一起并排矗立，受到

后人的景仰。
堰功道上的章仇兼琼塑像

章仇任蜀 文治武功
□明戈 文/图

章仇兼琼在蜀地任职期
间，一个特别突出的政绩是兴
修水利。他深知都江堰水利工
程对天府之国粮食稳产丰产的
重要性，因此在平定川西战事
后立即对都江堰灌区水利工程
进行全面整修。经过详细的勘
察，章仇兼琼发现岷江中游、建
于西汉时期的通济堰因长期失
修而功用大减，从都江堰流出
的岷江水白白地流失，使得眉
州（今眉山市）一带的农田因缺
水而歉收，百姓时有饥荒。章
仇兼琼当即筹集资金，组织人
力物力，重修通济堰。

施工前，章仇兼琼经过查
证历史资料和实地走访，决定
在新律县城东南岷江支流南
河、西河与岷江的汇合处筑坝，
在邛江口引渠南下到眉山县西
南入岷江。施工中，章仇兼琼
吸收了都江堰竹笼填装卵石的
优点，以竹笼卵石筑坝，坝长二
百四十余丈，堰成，可灌溉眉州
一带一千六百余顷农田。《新唐
书》载：“（通济堰）自新津中江
中引渠南下百二十里，至州西
南入江，溉田千六百顷，开元中
益州长史章仇兼琼开。”通济堰
与都江堰最大的不同之处是都
江堰为无坝引水，通济堰是竹
笼卵石砌堤的活动坝，开六门
引水灌溉。章仇兼琼在复修通
济堰时，还借鉴都江堰的治水
箴言，并结合通济堰自身的特

点，总结出通济堰的治水准则，
即“滩见石鱼，堰齐四划”。就
是在通济堰渠口底部的红砂岩
上刻上石鱼，作为每年淘挖河
床的控制标准，以此控制进水
口的渠底高度。

复修通济堰，为后世扩展都
江堰灌区奠定基础。唐末眉州
刺史张琳在章仇兼琼修建的通
济堰基础上，将其延长到眉州西
南，增加灌溉农田数百顷。通济
堰的建成，扩大了都江堰灌区，
使都江堰灌区的岷江中游眉州
一带成为天府之国的又一粮仓，
百姓生活也得到极大的改善。
时有民谣：“前有章仇后张公，疏
决水利粳稻丰。南阳杜诗不可
同，何不用之代天工。”

通济堰经过两千多年发
展，总结出了“冬闭春开，平梁
分水”的治水原则，积累了“岁
修准则”“定点飞沙”等治水经
验，创造出“砌石硬堰”“以篓易
石”“铁壁筒”等传统工程技术，
体现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的治水智慧，是人水和谐的典
范工程。通济堰是岷江流域古
代少有的有坝引水工程，其拦
河坝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
运用时间最长的活动坝之一、
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灌溉效能
的水利工程。通济堰于 2022
年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名录，成为都江堰灌区范围内
的第二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兴修水利 以堰安民

章仇兼琼在蜀地任职期间又
一重要举措是“兴大南市”，有力
地促进了蜀地的商贸发展，使成
都成了可以和扬州比肩的繁华之
都，史称“扬一益二”。

蜀地得都江堰水利之优势，
不仅农业发达，成都的手工业和
商业也都十分发达，更有蜀绣、蜀
锦、银花丝和剑南烧酒等精美绝
伦的产品闻名于世。早在秦朝时
期，官府便在成都大城外侧修筑

少城，少城南面便逐渐发展为商
贸活动的经济中心。唐代以后，
成都城因商业发展而日益繁华，
城中许多地方已自发形成集市。
章仇兼琼顺应时势，以隋代蜀王
杨秀修建的城垣为基础，开发商
贸集市，鼓励川内外商家进行互
市，并提供食宿便利和各种税收
优惠政策。一时间成都的南市声
名大噪，各路商贾云集，呈现出空
前繁荣的景象。

随着南市的兴起，与南市相
通的成都水陆码头也出现了繁
荣。成都三道堰是一座通往成都
南市的重要水码头，不仅各地客
商往来频繁，杜甫、陆游等大诗人
也曾经慕南市之名而在此地停船
留宿，并留下诗篇，如杜甫的《春
水生》诗：“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
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
无钱即买系篱旁。”陆游的《感旧
绝句》诗：“南市夜夜上元灯，西邻
日日似清明。”

章仇兼琼大兴南市，为促进
成都的商贸繁荣作出了很大的
贡献，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繁荣商贸 兴大南市

四川乐山大佛位于四川省乐
山市岷江东岸凌云寺侧，地处大
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
处。乐山大佛开凿于唐代开元初
年，完成于贞元十九年，先后经过
数代人的努力，历时约九十年得
以完成。乐山大佛气势雄伟，为
弥勒佛坐像，通高 71 米，是目前
我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

相传唐开元年间，因大渡河、
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之水流势
太急，致使往来船只大量倾覆。
为拯救苍生，平灭水患，海通禅师
便设计在此凿岩建造一座石刻弥
勒坐像，以镇水患。遗憾的是，大
佛石像刚凿刻出一个头像，海通
禅师便积劳成疾而去世，大佛建
造工作中断。一停就是十余年。

章仇兼琼先任益州长史，继
迁剑南节度使，其间到嘉州（今
乐山）视察水利农事，得知大佛
修建工程已停工十多年，一时无
人接手，便有心续建这项工程。
但大佛工程浩大，费用从哪里
来？考虑再三，章仇兼琼不顾家
人的反对，毅然“持俸钱二十万，
以济其费”，就是捐出自己的俸
禄二十万作为续修大佛的经费，
同时向唐玄宗上书，申请朝廷府
库拨款修建。

玄宗皇帝批复同意用嘉州的
麻盐税来修大佛。史载：“开元
中，诏赐麻盐之税，实资修营。”在
章仇兼琼的无私奉献和不懈努力
下，大佛工程得以续建，并用了七
八年时间，完成了大佛上身至膝
部的主体工程。天宝五年（746
年）五月，章仇兼琼离蜀赴京城任
户部尚书，乐山大佛工程修建再
度停工。又过了四十多年，才由
继任的剑南节度使韦皋续修完
成。乐山大佛修建完成后，韦皋
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
详述了乐山大佛修建的过程。

1996年，乐山大佛和峨眉山
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
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章仇兼琼
作为乐山大佛承前启后的修建
者，自然是功不可没。

捐俸造像 为蜀留景

章仇兼琼主持修建的乐山大佛是四川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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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修“万岁池”

古时成都城北有个地方
叫“万岁池”，又名北池。据

《华阳国志》载，此万岁池为战
国时张仪为修筑成都城，在城
北约十里处取土筑城，留下的
一个大池。相传“万岁池”以
前就是皇家御园，是刘禅、孟
昶等蜀中帝王的游乐之地。
唐天宝年间，剑南节度使章仇
兼琼主政成都，见这个昔日专
供皇家游玩的地方年久淤塞，
而周围老百姓又无水灌溉。
集数年兴修水利的经验，章仇
兼琼决定清淤筑堤，蓄水用于
灌溉农田，并将“万岁池”向社
会开放，将昔日只供皇家游玩
的地方整修为既可灌溉农田，
又可供老百姓游乐的地方。

《华阳国志》载：成都“北十八
里有万岁池，天宝中长史章仇
兼琼筑隄积水溉田。”功成，成
都周围老百姓不仅享受到水
利之便，市民更增添了一处游
玩的地方。诗人岑参在此处
参观时就留下了“日暮舟中
散，都人夹道看”的诗篇。

礼贤下士

章仇兼琼在蜀地为官多
年，无论在经济、军事、文化方
面多有建树，这与他尊重文化
人，虚心向他们学习讨教不无
关系。李白写有一首诗，《答
杜秀才五松见赠》，诗中有“闻
君往年游锦城，章仇尚书倒屣
迎”的句子，意思是章仇兼琼
身为剑南节度使，朝廷的封疆
大吏，听说有个姓杜的读书人
来求见，匆忙中倒穿着鞋就
跑出门来迎接，足见章仇兼
琼对读书人的尊重。因章仇
兼琼于天宝五年升任户部尚
书，李白在追述其事时即以
章仇尚书称之。

这首诗中的“倒屣”是引
用了东汉蔡邕“倒屣”迎王粲
的典故。蔡邕时任左中郎将，
才学和地位都非常显要，王粲
虽然年轻，但学问非常好，王
粲求见蔡邕，蔡邕为尊重王
粲，匆忙中倒穿着鞋就跑出
来迎接王粲，由此产生了一
个“倒屣相迎”的成语。“倒屣
相迎”形容主人热情欢迎宾
客和对宾客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