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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还采用了一些特
殊的通信方式。《封氏闻见记》
里记载，武则天在洛阳登基后，
为了搜罗人才、广纳谏言，发明
了“匦（guǐ有开口的匣子)”来
收集来自民间的信件，类似于
今天的检举箱。

匦大致为正方体或长方
体，四面均有开口，每个面用不
同的颜色区分。“其东曰‘延
恩’，献赋颁、求仕进者投之；南
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
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
曰‘通玄（元）’，言天象灾变及
军机秘计者投之。”

从表面上看，无论是求职、
进谏，任何人都可直接投书信
于匦，呈皇帝过目，但实际上有
不少限制：一是要送所投信件
副本给知匦使审查；二是如果
不交副本，则要上报姓名、住所
或是去处。

匦的产生原本是为了搜罗
人才，因此没有采取匿名制，这
导致很少有人敢通过匦申冤、
进谏。到了后来，《唐会要》里
形容这种通信形式“空有其名、
竟无其实”，到五代时，匦就被
废弃了。

“邮筒”一词源于隋唐时
期，信鸽加入通信队伍也在隋
唐时期，您知道吗？下期《风雅
周南》栏目，将为您讲述有关隋
唐时期邮传的新鲜事儿。

本文资料来源：《唐代交通
图考》《唐两京城坊考》《唐会
要》《唐六典》《全唐诗》《封氏闻
见记》《大业杂记》

武则天在洛阳城设有“御用收件箱”，还设有官员“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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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结束了数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开创了全国统
一的新局面。隋唐时期的邮驿同样也结束了割据时代的
混乱状态，水陆兼备，四通八达，远远超过了前代。

到了唐代，私人书信明显增多，驿使承担了有一定身
份和地位的官员、文人墨客的私信传递，民间通信状况有
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本期《风雅周南》将为您介绍隋唐邮驿制度，以及当
时洛阳都亭驿、临都驿的情况。

公元581年，隋文帝
统一天下，实行了比较开
明的政策，促进了经济的
繁荣。在通信方面，隋代
建有馆、驿、台传：每个州
基本都建有馆舍，进入馆
舍或在馆舍停留须有官
方凭证；驿则遍布全国的
驿道，隋炀帝时，每个驿
都有兵卒；台传则备有仓
库，供应过往官员和使者
的饮食等。

隋代在交通上的最
大贡献是开凿运河和修
缮驰道。隋炀帝迁都洛
阳后，疏通了之前历代开
凿的河道，修建了一条以
洛阳为中心，南达余杭
（今杭州）、北抵涿郡（今
北京）的南北大运河。自
唐至宋，这条南北大运河
一直发挥着国家命脉的
作用，也被不断疏浚和修
整。它又被称为隋唐大
运河。

隋唐时期交通条件
的改善对社会发展起了
很大作用，既便利了文

化交流，又促进了商业
繁荣。在通信方法上，
三国时期在东吴出现过
的水驿，也在隋唐时期
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利
用。

隋唐时期，从长安
出发，乘船经广通渠和
黄河可达洛阳。以洛阳
为中心，向北沿永济渠
可到涿郡，向东南沿通
济渠、邗沟、江南运河可
到杭州。《大业杂记》里
记载，通济渠“水面阔四
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
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
都（今扬州）两千余里，
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
宫，为停顿之所”。

唐初，朝廷想废弃水
驿，一来隋炀帝在位时数
次南下巡游、建行宫，劳
民伤财，导致民众对水驿
多有怨恨；二来南方的
很多驿道属于水陆兼有
的情况，每年对陆驿和
水驿的维护费用巨大，
属于重复投资，但由于
南方多水地区水驿无法
停用，最后演变成只
禁止官员、信使或使
者“水陆并进”。中
唐以后，江淮地区
与洛阳、长安的
联络主要依靠
水路。

隋唐时期，驿基本取代
了以前的传舍，只保留了极
少部分非交通干线上的
馆。驿设于驿道之上，兼有
传递信息和官方招待的双
重作用，在非交通干线上的
馆主要负责接待过往官员，
不具备通信职能。因此，隋
唐时期的驿可以称为馆驿，
而馆则只能称为客馆、宾馆
或馆第。

当时洛阳最出名的两
个驿是都亭驿和临都驿，根
据其不同职能，我们可以简
单理解为“进城相迎都亭
驿，出城相送临都驿”。

都亭驿在洛阳城内，
共有两处，是使臣觐见以
及 官 员 进 京 报 到 的 地
方。《唐两京城坊考》里记
载：“洛水之北东城之东
第一（条）南北（向）街，北
当徽安门西街、承福坊之
北，从南第一曰立德坊，
次北清化坊，坊有旅舍、
都亭驿；东城之东第三南
北街，北当安喜门西街，
从南第一坊曰景行坊，次
北曰北市，景行坊有都亭
驿，前临瀍水。”

历史学家严耕望在其
著作《唐代交通图考》里，
对洛阳都亭驿进行了进一
步的考证和解释。严耕望
称，当时洛阳城被洛河分
为南、北两个城区，北边
的城区西侧由东城、皇
城、宫城、神都苑、上
阳宫组成；东侧则
是里坊区，大致

由东西向六坊、南北向五
坊组成。紧挨着东城南北
向第一列坊，叫清化坊，清
化坊东南方向有个坊叫景
行坊，这两个坊都设有都
亭驿，距离很近。如果皇
帝在西京长安，这两个都
亭驿要备马90匹，如果皇
帝在东都洛阳，则需要备
马105匹。

按照《唐六典》里的规
定，唐代初期，全国的驿分
为七等，因重要程度不同，
人员、马匹配置情况也各
不相同。都亭驿等级最
高，配马 75 匹、驿夫 25
人；其他驿分为一至六等，
最多的配马60匹、驿夫20
人，最少的配马8匹、驿夫
2人。洛阳都亭驿备马在
90匹至105匹，数量远超
当时的法律规定，其重要
程度可见一斑。

临都驿在洛阳城西约
六里处，位置大致在今洛
阳高新区。唐代，临都驿
是洛阳郊外最重要的饯行
场所，有官员从洛阳调到
外地任职，其友人和同僚
都要在临都驿为其饯行。
太和元年（公元827年），
白居易任东都尚书省刑部
侍郎，刘禹锡任东都尚书
省主客郎中。次年，刘禹
锡要到长安任职，两个人
在临都驿置酒话别。在这
里，白居易写下了《临都驿
答梦得六言二首》，刘禹锡
写下了《答乐天临都驿见
赠并再赠乐天》等诗篇。

水陆并重的隋唐邮传
进城相迎都亭驿，出城相送临都驿

武则天曾在洛阳设
“御用收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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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洛阳馆驿分布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