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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览

①6 月 8 日-8 月 31 日，“古蜀之光”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大展在上海奉贤博物馆展出。

②6 月 29 日，坐落于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海神庙东侧的广州海事博物馆正式开馆迎客。图为展出的伊朗

牛形陶器。

③7 月 2 日，国家博物馆恢复正常开放。游客观看虢季子白盘。

视觉中国供图
③③

①①

②②

□ 吴 鹏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缔

造者，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伟业，是为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但正如贾谊

《过秦论》所言，“吞二周而亡诸侯”大业的

实现，并非秦始皇一代之力，乃是“奋六世

之余烈”。秦国一统大业的真正展开，是在

秦始皇祖父秦昭襄王时期，正是在他手上，

秦国通过修建都江堰打造了剪灭诸侯的战

略后方基地——成都平原。而都江堰工程

能够落地，则首先应归功于秦惠文王进军

巴蜀的战略决策。

得蜀望楚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 316），位于今天

重庆市西部的巴国和四川省西部的蜀国失

和开战，“求救于秦”。据《华阳国志》，面对这

千载一遇的伐蜀机遇，惠文王却险些放弃。

当时惠文王“方欲谋楚”，群臣拍马溜须，皆

曰“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

只有将军司马错、田真黄坚持伐蜀，强

调“其（蜀）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

用 ”。占据巴蜀后，可以利用蜀国“水通于

楚”的交通地利，巴国“劲卒”兵源精壮的军

事优势，打造强大水师顺长江而下，“以东

向楚”，则“楚地可得”。从蜀国可以形成对

楚国的战略包抄态势，是为“得蜀则得楚，

楚亡则天下并矣”。惠文王经过深思熟虑，

最终“从错计”，下决心起兵伐蜀。

惠文王更元九年（前 316）十月，秦国平

定蜀国全境，并乘胜直取巴国，“置巴、蜀及汉

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秦国据有地处长

江上游、兵精粮足的巴蜀之地，逐渐对长江

中下游的楚国形成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

更 元 十 四 年（前 311），秦 国 相 国 张 仪

出使楚国，破坏六国合纵，恐吓楚怀王“秦

西 有 巴 蜀 ，大 船 积 粟 ，起 于 汶 山 ，浮 江 已

下”，一艘战船至少可以乘坐五十名精兵，

装载三月军粮。距离楚国“里数虽多”，有三

千余里的距离，但顺流而下，“不费牛马之

力”，一日之内便可行军三百余里，不到十

日便可到达扞关（今重庆市奉节县或湖北

省长阳县境内）。扞关告急，则楚国西部边

境城池自顾不暇，只能婴城固守，坐视黔中

（今湖南省怀化市一带）、巫郡（今重庆市巫

山县一带）被秦国夺取。

张仪的恐吓并非虚张声势，而是对楚

国现实的军事威胁。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

280），制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战

略的司马错，率军从陇西出发，在巴蜀补充

十万兵马和一万艘大船、六百万斛粮米后，

以蜀郡为基地大举进攻楚国，占领黔中郡，

逼迫楚国割让汉水以北及上庸（今湖北省

竹山县一带）。

昭 襄 王 三 十 年（前 277），蜀 郡 郡 守 张

若为配合秦国名将白起从北部对楚国的攻

势，再次从蜀地向楚国进攻，牵制住楚军西

部军团，使楚国首尾不能相顾，并相机夺取

巫郡等地。但第二年，楚国集结东部兵团十

余万兵力大举反攻，收复被秦国占据的西

部十五座城池，秦楚在西南的攻防形成拉

锯战态势。

秦楚战争陷入僵局，“得蜀则得楚”战

略受挫，一方面是由于楚国实力犹存，不容

小觑；另一方面则是航运问题，秦国在蜀地

征调物质、训练士兵都是在成都进行，但成

都距离岷江水运码头有百余里，不方便大

规模运输粮草，无法对远征楚国的军队进

行持续补给。蜀地迫切需要兴建大型水利

工程，进一步提升成都平原的通航和灌溉

能力，以便运输军队军粮。

李冰筑堰

昭襄王三十年的秦楚大战后，张若调

任黔中郡，当年附议司马错伐蜀的田真黄

推荐李冰接任蜀郡郡守。李冰“能知天文地

理”，又“识齐水脉”，熟悉水利，是承担蜀地

治水重任的不二人选。但李冰任职初期并

没有立即将治水提上日程，原因一是蜀郡

还处于对抗楚国的紧张备战环境中，形势

不允许；二是蜀郡长期供应前线军需，经济

失血严重，无力开展大型水利建设。

直 到 昭 襄 王 三 十 四 年（前 273），楚 国

春申君黄歇向秦国发出求和信号，警告秦

国若与楚国长期鹬蚌相争，必将两败俱伤，

方便他国渔翁得利。昭襄王鉴于一时无法

攻灭楚国，遂“约亲于楚”，秦楚关系进入大

约三十余年的和平共处时期，巴蜀前线局

势得到缓和。李冰随后在蜀地进行了十余

年的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积攒了治水所必

需的人力物力，大致在昭襄王五十一年（前

256）开始主持修建都江堰。

都江堰的兴建和发展，离不开岷江水

源 。四 川 盆 地 四 周 高 山 环 绕 ，中 间 平 原 低

洼，而岷江上游地势陡峻，从万山中奔流而

来的岷江水冲到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水

流突然减速，泥沙大量沉淀，日积月累淤塞

河道，影响航运。雨季来临，水量暴涨，泛滥

成灾；雨量不足时，又形成旱灾。因此，李冰

修建都江堰，需要解决航运、防洪、灌溉等

多重难题。

李冰与其子（一说为其助手）二郎首先

到湔氐县（即都江堰市）岷江出山口实地考

察地形，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心

中豁然开朗，“仿佛若见神”，遂选择此处作

为施工作堰的地址。李冰的选址非常巧妙，

使渠首工程处于整个成都平原排灌系统的

制高点，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属性，克服

了渠系进水难的问题，掌握了调控岷江水

流方向与流量的主动权。确定工程选址后，

李 冰 还 按 照 当 时 的 习 俗 ，“ 从 水 上 立 祀 三

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濆”，祭祀水神，祈求

上天保佑工程顺利。

都江堰从上至下，主要由百丈堤、分水

鱼嘴、金刚堤、飞沙堰、宝瓶口和人字堤等

部分组成，其中以分水鱼嘴、宝瓶口、飞沙

堰三个工程最为关键。

分水鱼嘴修建在岷江中心的天然滩脊

上，主要功能是分水分沙，因形似逆水而上

的鱼嘴而得名。李冰带领百姓就地取材，利

用蜀地盛产的竹子，编成直径三尺、长十丈

左右的竹笼，内装鹅卵石沉入岷江江底，筑

成分水鱼嘴石堰，有良好的防冲固堰作用。

分水鱼嘴正面迎头而上，将岷江分为

东西两支。西支为外江，是岷江正流的天然

河道，起排洪作用。东支为内江，又称都江，

是人工开凿的渠道，经渠首进入灌区，用以

灌溉田地。在中水期和枯水期，岷江水通过

分水鱼嘴四成入外江，六成流内江进入灌

区保证灌溉用水；丰水期则四成入内江，六

成 流 外 江 防 止 灌 区 受 洪 水 危 害 —— 是 为

“分四六，平潦旱”。

宝瓶口为都江堰的核心，是控制内江

水量的咽喉工程。李冰在岷江出山口处修

渠作堰，却被斜出的玉垒山挡住水流去路，

遂 将 玉 垒 山 劈 出 一 个 宽 约 20 米、高 约 40
米、长约 80 米的豁口。内江水经过豁口又

分成许多毛细渠道，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

扇形水网。后人将水网比喻为瓶子，作为总

引水口的豁口就被称为宝瓶口，玉垒山除

宝瓶口的剩余部分则被称为离堆。因开凿

玉垒山工程艰巨，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

中直接将李冰修都江堰称之为“凿离堆”。

飞沙堰位于分水鱼嘴与宝瓶口之间，

是人工修建的溢洪道，主要起分洪和飞沙

作用。当内江水量超过宝瓶口能容纳的流

量上限时，多余江水就会翻过飞沙堰流入

外江进行泄洪；如遇特大洪水，内江水会直

冲飞沙堰让其自动溃堤，洪水直泄外江。洪

水漫过飞沙堰时，遇弯道形成环流产生漩

涡，借助于离心力作用，可以将上游江水携

带进内江的泥沙甚至卵石都抛过飞沙堰，

排入外江，防止泥沙在宝瓶口和下游灌区

淤积，是为“正面取水，侧外排沙”。

相辅相成的分水鱼嘴、宝瓶口、飞沙堰

首 尾 相 应、势 若 蟠 龙 ，形 成 系 统 的 灌 溉 工

程，实现了无坝引水、自流灌溉，发挥了分

流、引灌、泄洪、排沙的作用。为观测控制内

江水量，李冰在岷江、内江、外江各立石人

一个，“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江水低于

石人之足，会有干旱之忧；漫过石人之肩，

则有洪涝之虞。

据传李冰还确立了都江堰每年冬春枯

水 时 节“岁修”时的“深淘滩、低作堰”六字

诀。“深淘滩”，即淘挖内外江进水口河床的沙

砾卵石时，必须挖到规定深度，保证来年河

道畅通无阻。“低作堰”即修复堤堰时，堰高不

得超过规定尺度，否则在洪水季节不能泄沙

排洪；亦不能过低，否则无法拦水导流。

都 江 堰 完 工 后 ，李 冰 在 附 近“ 溉 灌 三

郡，开稻田”，又继续在蜀地兴建了二十余

项水利工程，如“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

“通笮道文井江”“导洛通山洛水”，沿途“皆

溉灌稻田，膏润稼穑”。李冰还利用蜀地丰

富的井盐资源，“穿广都盐井、诸陂池”，凿

井煮盐，“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蜀地由

此成为秦军东向、剑指六国的战略基地，所

产军粮源源不断输送前线，粮食生产力持

续转化为战斗力。

老秦东向

李冰修建都江堰前后，秦国对外战略

进行了重大调整。昭襄王在听取客卿范睢

的建议后，扭转了之前宣太后与国舅魏冉

主政时期的越过韩魏远攻齐国战略，改行

远交近攻之策。借助巴蜀地区的后勤支持，

秦国对近邻韩赵魏三国展开猛烈攻势。而

地邻三晋、与韩赵魏唇亡齿寒的楚国，因秦

国巴蜀地区顺流而下的军事威胁，一直不

敢发兵支援韩赵魏，使得秦国能够从容分

而治之，各个击破。

李 冰 在 蜀 地 进 行 的 修 堰 开 渠 等 治 水

活动，其着眼点不仅仅是灌溉田地提高粮

食生产能力，其首要目标仍然是疏通指向

楚地的水运航道。《河渠书》即言，“蜀守冰

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

渠 皆 可 行 舟 ，有 余 则 用 溉 騑 ，百 姓 飨 其

利”，明确指出李冰开渠的首要目的是“行

舟”，江水“有余”方作灌溉之用。

李冰在都江堰周边“穿郫江、检江，别

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后，从成都可

以依托水路运送军队粮草顺江而下，“浮

大船舶以东向楚”，打通了从巴蜀向楚地

进军的水运通道，秦国由此形成了从巴蜀

方向对楚国的大迂回、大包围。

而历史的意外在于，昭襄王任用李冰

修建都江堰的首要目标，是“行舟”满足

运输军队粮草的军事需要，而都江堰在历

史上大放异彩的主要原因却是其灌溉农田

的经济作用。如今，都江堰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时也被

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都江堰“行舟”通航的战略方向是楚

国，但秦国攻灭的第一个国家却是韩国。

而韩国的灭亡，又和秦国一个大型水利工

程的修建有深度关联。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都江堰开，大秦出关

□ 程遂营

历史上，郑州所在地区曾是黄帝故里

（今郑州新郑轩辕之丘）、夏都阳城 （今郑

州登封告成镇）、商代隞都 （今郑州商城

遗 址）， 和 两 周 （西 周 、 东 周） 时 期 郐

国、虢国、郑国、韩国的都城。所以，郑

州被公认为我国的大古都之一，留下了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而从知名度和文化影

响力来说，恐怕还要数黄帝故里和嵩山少

林寺了。

那么，郑州这块土地是如何哺育人文

始祖黄帝的？为什么又说“天下功夫出少

林”呢？

黄帝的五谷

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自古以来就是

老 百 姓 关 注 的 天 大 的 事 。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饮食发展史，这

就不得不说到人文始祖黄帝与“五谷”的

一段故事。

黄 帝 生 活 在 大 约 4700 年 前 ， 是 我 国

原始社会末期有熊部落的首领。有熊部落

活动在今天郑州附近的新郑一带，黄帝就

出生在新郑的轩辕之丘。在这块土地的哺

育下，黄帝逐渐成为中原一带部落联盟的

首领。

黄帝部落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另外两位

部落联盟首领的不满，其中一位是炎帝。

炎帝是活动在黄河中游关中平原渭水流域

的部落联盟首领，他也想把自己的势力范

围扩展到中原地区。于是，黄帝与炎帝就

在阪泉之野 （今河北涿鹿东南） 前后进行

了三次大的决战。最后，黄帝战胜炎帝，

统一了黄河中游地区。

接下来，黄帝要面对另一个部落联盟

首领——蚩尤的挑战。蚩尤是生活在黄河

下游东夷部落联盟的首领。不同于炎帝部

落，东夷是以狩猎、捕捞为主的部落，善

于奔走，精于射箭、搏斗。黄帝曾经在与

蚩尤作战中“九战九不胜”，处于十分不

利的地位。

黄帝经过慎重考虑后，采取了两个办

法：第一，打持久战。黄帝部落地盘大、

人口多，利于打持久的消耗战。第二，在

粮 食 上 做 文 章 。 黄 帝 亲 自 教 部 落 成 员 ，

“ 艺 五 种 ， 抚 万 民 ”（ 《史 记 · 五 帝 本

纪》）。

“艺”是“种”的意思，“五种”就是

我们所说的“五谷”，是我国早期的 5 种

基本粮食作物：黍、稷、菽、麦、稻。黄

帝利用黄河中游良好的农耕条件，教百姓

种植五谷，发展生产，解决百姓的基本生

活问题，同时也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

最后，经过长达三年的战争，黄帝战胜蚩

尤，最终实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统一。

黄帝的故事说明，以郑州为中心的中

原地区是我国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为什么

我们的祖先选中了这一个区域？《新郑县

志》 对此有这样的描述：地居土中，物受

正 气 （清 · 乾 隆 《新 郑 县 志 · 风 土

志》）。这一区域正好位于天下之中，万

物都能够接受天地之正气。

通俗一点说，就是气候适宜、四季分

明、宜于农耕和人居，加上黄河冲积所形

成 的 肥 沃 土 壤 和 临 近 黄 河 的 优 越 灌 溉 条

件，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成为先民最早发展

农耕的区域。

黄帝统一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后，把都

城设在新郑。此后，夏都阳城、商代隞都

和周朝时期的郐国、虢国、郑国、韩国等

诸侯国的都城，都位于今郑州市区附近，

使郑州成为我国先秦时期一个规模庞大的

古都群。

颍考叔、杜甫、刘赞的肉食

现代社会，鸡、鸭、鱼、肉，想吃就

吃；但在中国古代，不仅粮食短缺的问题

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肉食就更少了。由此

形成了社会不同阶层在饮食上的差别，贵

族和为官者被称为“肉食者”，平民百姓

为“蔬食者”或“藿食者”。一般人只有

在逢年过节、祭祖祀神或遇到婚丧大事的

时候才能吃到肉。因此，吃到肉成了很多

百姓的梦想。

在春秋时期建都新郑的郑国，流传着

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管理郑国颍

谷 （今郑州登封西） 疆界的地方员颍考叔

来到都城新郑，拜见郑国国君郑庄公，向

他汇报工作。郑庄公请他一起吃午饭，却

发 现 颍 考 叔 专 门 挑 出 来 几 块 带 汤 汁 的 鲜

肉，放在一边不吃。郑庄公很奇怪，问他

怎么回事。颍考叔回答，家里有老母亲，

从来没有尝过像今天这样美味的肉食，我

想带回去孝敬她。这说明即便是作为地方

官的颍考叔，平日里和他的母亲也很少能

吃到肉。

吃肉留给“诗圣”杜甫的记忆则是沉痛

的。他出生在郑州所属巩义市泗水河畔笔

架山下的一座黄土窑洞里，他的祖父杜审言

为唐初著名诗人，使他从小能有机会接受教

育。成人以后，杜甫怀揣梦想来到长安。

他曾大声歌颂开元盛世的情景，“忆

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

脂 粟 米 白 ， 公 私 仓 廪 俱 丰 实 ”（ 《忆

昔》）；也曾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

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来鞭挞“肉食者”的腐朽生活。

安史之乱，中原离乱，杜甫流离到四

川盆地和江南地区；安史之乱被平定后，

他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漂泊到湖南耒阳。

耒阳县令用酒和牛肉热情地招待杜甫，他

已经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就狼吞虎咽起

来。结果，因为天气炎热，牛肉已变质，

杜甫因为吃得太多暴病而亡，一代大诗人

就这样去世了。

吃肉在当时还被用来作为激励青年上

进的方法。五代时期，郑州以北的魏州有一

个年轻人叫刘赞，父亲是县令，有微薄的官

俸 。吃 饭 的 时 候 ，父 亲 偶 尔 能 吃 到 鲜 美 的

肉，但作为儿子的刘赞却不能与父亲同桌，

只能吃到蔬食。父亲对刘赞说，“肉食，君之

禄也。尔欲之，则勤学问以干禄。吾肉非尔

之食也”（《新五代史》）。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另类的父亲。

不过，这并非父亲不心疼儿子，而是用饮

食有别这种特殊的方式在教育儿子要发奋

图强，博取功名。果然，刘赞刻苦读书，

后来高中进士，进入仕途，也享受到了肉

食的美味。

颍考叔、杜甫和刘赞三个人的故事说

明什么？

一方面，以郑州为中心的农耕文明区

域的百姓，长期过着以五谷和蔬菜为主的

生活，肉食成为很多人一生的梦想；另一

方面，灾害和歉收带来的饥饿和对于肉食

的欲望，留给中国人太多沉痛的记忆，在

这种记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耕文化，

往往带有强烈的和平观念以及深沉的忧患

意识。

少林功夫的家国情怀

说到郑州，我们绕不开少林寺和少林

功夫。

中国功夫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很

难确切说清。在武术界有一个说法“天下

功夫出少林”，少林指的是闻名中外的少

林寺。

少 林 寺 建 于 北 魏 太 和 十 九 年 （495
年），是孝文帝为安置从印度来的高僧跋

陀 而 建 。 寺 院 位 于 中 岳 嵩 山 少 室 山 密 林

中，因此得名。这里是佛教的重要派别禅

宗 的 发 源 地 ， 所 以 又 被 称 为 “ 禅 宗 祖

庭”。在一千多年以前，少林寺就已经是

中原地区的名寺，至今民间还流传着“十

三棍僧救秦王”的传说。

隋朝末年，诸侯混战，盘踞洛阳的王

世充自称郑国皇帝，成为唐朝统一天下的

最大障碍，秦王李世民（也就是后来的唐太

宗）奉命征讨。有一次，李世民带领少数随

从侦察敌情时，被郑兵发现，陷入重围。在

这危急时刻，少林寺以昙宗为首的武功高

强的十三名棍僧赶到，顺利救出秦王。

那么，少林寺僧人的功夫从何而来？

第一代掌门人跋陀在少林寺期间，有

两位弟子慧光、僧稠，有着不俗的本领，

可能与少林武术有关。慧光擅长踢毽，能

连踢 500 下而不让毽子落地；僧稠相传有

一 次 在 王 屋 山 中 行 走 ， 看 到 两 只 老 虎 打

斗，竟用手中的锡杖将两只老虎分开。后

来，印度另一位高僧菩提达摩也来到少林

寺，相传他也有一身不凡的功夫。

不过，单凭以上传说和“十三棍僧救

秦王”的故事，恐怕还不足以使人信服。

“天下功夫出少林”的说法出现于明清时

期，与少林武僧参与抗倭有关。

明朝时期，日本长期战乱，一些战败的

武士流落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抢劫渔船、

骚扰百姓，这些人被称为“倭寇”。为了征讨

倭寇，明朝政府派出军队，同时也征调了一

部分民间的武装力量。其中，少林武僧就曾

被多次征调，前后有 200 多名僧兵前往苏

州、上海和杭州一带，参与战斗。

少林僧兵骁勇善战、善于近身格斗，

往往成为抗倭军队的先锋。比如，在上海

的一次战斗中，武僧月空和尚面对气势汹

汹的倭寇，纵身跃起，用手中的少林棍击

碎贼首，杀退群贼，一战成名。后来，月

空 和 尚 又 被 明 政 府 调 往 福 建 泉 州 继 续 抗

倭，并成为泉州少林寺的第一代方丈。

少林寺僧在“十三棍僧救秦王”和抗

倭的过程中，为少林寺赢得了巨大社会声

誉。尽管有功夫的名山古刹有很多，但少

林寺和少林功夫最富传奇色彩，也最具正

义性，越来越受到百姓和武术同行的普遍

拥戴。就这样，到了清朝，“天下功夫出

少林”的说法已经被大家广泛接受。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
“六大古都”“黄河上的古都”“丝路上的
古城”主讲人）

郑州：黄帝故里，功夫少林

编 者 按

日前，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金沙江白鹤滩水
电站首批机组安全投产发电，我国再添保障能源安全的国之重器。

从古至今，水利强国向来是重大国家战略。“水利”一词，最早使用于秦，出
自 《吕氏春秋》 中的“堀地财，取水利”。当年秦军战车的所向披靡，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都江堰、郑国渠、灵渠提供的水利驱动。从秦昭襄王修筑都江堰打造成都
平原后勤基地，到秦始皇开通郑国渠升级关中平原前出基地，再到攻灭六国后开凿
灵渠向珠江流域发展，三大水利工程代表了秦统一六国和拓展华夏民族生存空间的
不同阶段。

都江堰。 视觉中国供图

少林寺。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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