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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今天的地名不同和今天的地名不同，，古代的谷水是一条河古代的谷水是一条河。。
这这条河与洛阳城的历史密不可分条河与洛阳城的历史密不可分。。东周时东周时““谷谷、、洛洛

斗斗””，，差点儿淹没王宫差点儿淹没王宫；；汉魏洛阳城的阳渠汉魏洛阳城的阳渠，，是它的一部分是它的一部分；；
隋炀帝修大运河隋炀帝修大运河，，是从西苑引是从西苑引““谷谷、、洛水洛水””为源头的……为源头的……

历史上的谷水历史上的谷水，，究竟是怎样的一条河流究竟是怎样的一条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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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水与西苑

谷水与上阳宫 谷水与千金堨

历史深处的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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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时，隋唐洛阳城

还没有出现。因此，他对谷水的“小水大注”，
主要记载了谷水与汉魏洛阳城的故事。

谷水经过东周王城西北，继续东流与瀍
水交汇后，就到了千金堨（è）。

这是谷水的一处重要水利设施，也称千
金堰。《洛阳伽蓝记》中称，“计其水利，日益千
金，因以为名”。它的位置在今瀍河下游东
侧、塔湾村西约0.5公里处。

在《水经注》中，郦道元引用东晋杨佺期
在《洛阳记》中的说法，称千金堨“旧堰谷水，
魏时更修此堰，谓之千金坞”。

所谓“旧堰谷水”，指的是东汉时王梁、张
纯等主持的“引谷入洛”工程。曹魏时，魏明
帝又命人垒石筑千金堨，堨下开沟渠五所，称
五龙渠，“助其坚也”，希望千金堨能经年历
世，长久地发挥作用。

在千金堨的东首，立着一个石人，石人的
腹部刻着这次筑千金堨的时间，是魏明帝太
和五年（公元231年）二月八日。

有了千金堨，汉魏洛阳城的漕运及生活
用水等就有了保证。不过，由于朝代更迭，加
上天灾人祸，千金堨时常遭到破坏。

比如西晋时，由于“大水暴注，沟渎泄
坏”，朝廷曾对千金堨进行重修。西晋末
年，“八王之乱”爆发，张方攻入洛阳，破坏
千金堨，导致谷水乱流，“沟渠枯涸，井多无
泉”，京师陷入缺水的恐慌之中。直到晋怀
帝永嘉初年（公元307年），汝阴太守李矩、
汝南太守袁孚重新修筑千金堨，“以利漕运，
公私赖之”。

西晋灭亡后，千金堨年久失修，只有遗基
尚存。北魏时，孝文帝迁都洛阳，对其进行重
修。据《魏书》记载，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公元
496年）九月，“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可
见朝廷对这项工程的重视程度。

谷水经过千金堨，继续东流，就接近了汉
魏洛阳城。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入城之前，
它还要经过一座长分桥。长分桥建于北魏时
期，当时“谷水峻急，注于城下，多坏民家”，需
要用石桥来限制水量或“分流入洛”。

一条谷水，两处奔流

谷水是一条神奇的河流。今天，人们
几乎看不到它的影子，历史上它却似乎无
处不在，与洛阳城的关系密不可分。

比如，流经隋唐洛阳城的时候，它的
名字就刻进了隋炀帝的西苑，还有唐高宗
和武则天的上阳宫。

事实上，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
年），“谷、洛斗，将毁王宫”事件发生后，谷
水在洛阳城中的流向是“兵分两路”的：一
路从王城（今王城公园一带）西北向南注
入洛河，人们也称它为涧河；一路从王城
西北继续东流，与瀍水交汇后，流向汉魏
洛阳城。

在东周王城遗址与汉魏洛阳城遗址
之间，是隋唐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始
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当时，
隋炀帝命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人营建东都，
据《大业杂记》记载，其方位是“西拒王城，
东越瀍涧，南跨洛川，北逾谷水”。

东流的谷水穿过隋唐洛阳城北部，也
穿过了皇家园林九洲池和陶光园。《元河
南志》等记载，隋炀帝曾命人从陶光园引
水建流杯亭等，“与宫人为曲水之饮”。

在营建东都的同时，隋炀帝又做了一
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以洛阳为中心，
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他命人从河南、
淮北诸郡征调民夫，“前后百余万，开通济
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

在全长2700多公里的隋唐大运河中，
通济渠开凿时间最早。它从洛阳西苑引谷
水、洛水，穿过洛阳城后在巩义入黄河；黄
河东流入汴水、泗水，再与淮水相接。

唐宋时，人们也将通济渠的东段称为
汴渠或汴河，如唐代诗人皮日休有《汴河
怀古》诗，其中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
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
功不较多。”

隋炀帝营建的西苑“周围数百里”，面积
很大。由于引了谷水和洛水，又造了“海上
三神山”，使得苑中山光水色，相映成趣。

在苑中的风光绝佳之处，还点缀着11
座离宫，如青城宫西临谷水，本为“古谷
城”所在地，隋炀帝“因其城造宫城”；积翠
宫因积翠池而得名，隋炀帝在这里检阅过
四方散乐。隋亡后，唐贞观十一年（公元
637年），李世民也曾在这里设宴游玩。

隋末唐初，西苑在连绵战火中受损严重，规模也
小了许多。唐高宗和武则天当政时，对其进行了大
规模修复，还新建了不少离宫。

《资治通鉴》等记载，唐高宗曾命“司农卿韦弘机
作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制度壮丽”。其中，上阳宫
在皇城西南隅，“南临洛水，西拒谷水（即涧河）”，环
境优美，宛如仙境，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喜欢临幸的地
方。武则天晚年时被迫退位，还政李唐，就在上阳宫
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在上阳宫的西边，隔着谷水，还建有一座西上阳
宫。“两宫夹谷水虹桥，以通往来”，由此可以想象当
初的繁华景象。

唐玄宗居洛期间，也常住上阳宫，不过由于这里
地处谷、洛二水的交汇处，一旦雨季河水暴涨，水患
不可避免。

《新唐书》里记载，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
年），因谷、洛二水经常泛滥，治理起来劳民伤财，唐
玄宗便下诏，命河南尹李适之筑三大堤防，“曰上阳、
积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

成功治理水患后，李适之颇为风光了一阵子。
唐玄宗为他勒石记功，让永王李璘书写碑文，皇太子
李瑛题写碑额，又擢升他为御史大夫。三年后，李适
之被拜为刑部尚书。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左相
牛仙客去世，李适之接任左相，并兼任兵部尚书。

看上去，他的仕途一片光明，他简直就是人生赢
家。然而，被“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盯上后，他的噩梦
开始了。

据《新唐书》记载，李适之是李唐宗室，其祖父为
恒山王李承乾，曾祖父是唐太宗李世民。他为人不
拘小节，且好饮酒，能饮一斗不醉，常常是晚上宴饮，
次日照常处理公务。时人将他与贺知章、李白、张旭
等人合称“饮中八仙”，杜甫还作有《饮中八仙歌》称
赞李适之：“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
乐圣称避贤。”

当时，右相李林甫当政，李适之为避祸，自请罢
相。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李林甫诬称他与韦坚
等人勾结朋党，次年，韦坚等人被杀于贬所，李适之
闻讯，服毒自尽。

安史之乱后，西苑和上阳宫逐渐废毁，谷水和隋
唐洛阳城的故事，仿佛也很少有人提起。倒是在汉
魏洛阳城，谷水一直唱着“重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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