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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东汉末年，河南尹何进在洛阳周围

设函谷、伊阙、大谷、广成、 辕、旋门、孟

津、小平津八关都尉，拱卫京师。

西晋永嘉南渡时，洛阳城南的大谷

关、 辕关等是中原士民南迁的主要关口。

大谷关又名太谷关，位于今万安山

东麓的寇店镇水泉村一带，是汉魏洛阳

城的南大门。洛阳客家之源纪念馆依山

而建，位于水泉石窟南边不远处，是客家

文化根亲新地标。

辕关乃汉魏洛阳城东南门户，位

于今偃师区府店镇境内的 辕山上，扼

守着古时洛阳通往登封等地的交通要

道。魏晋时期，从洛阳前往东南一带，大

多行经此关。

清代至民国时期， 辕道坎坷崎岖，

山路十八弯，俗称老十八盘。新中国成

立后，改线重修新十八盘，古 辕关完成

了它的历史使命，如今已成大家访古探

幽的名胜景点。

东晋一朝建于危亡，君臣相

互猜忌，内乱频繁。无论是中流

击楫、力挽狂澜的祖逖，还是三度

北伐、力主迁都洛阳的桓温，皆遭

压制，功败垂成。宋人有云：“东

晋之渡江也，谋复中原之臣，如刘

琨、祖逖、庾翼、桓温之徒，皆可以

有立，而卒不能成功者，天定也。”

即便结局“天定”，曾经以少

胜多的北府军仍是东晋的荣耀。

东晋立国后，江南土地渐渐

被先期过江的北方士民占据。为

了平息南迁侨民和江南土著之间

的矛盾，官府命后期南迁的中原

流民滞留江北，就地安身。这些

流民的首领俗称“流民帅”，大都

骁勇善战。

谢安掌权后，运筹帷幄，命侄

子谢玄在侨民最多的京口、广陵

招募流民帅军队，组建北府军，拱

卫京城。北府军作战神勇，是东

晋御敌、北伐的中坚力量。《资治

通鉴》等记载，太元八年（公元383

年），前秦皇帝苻坚派军大举南

侵，谢玄率八万北府兵迎击数十

万敌军主力，赢得了淝水之战的

最终胜利。

一代枭雄刘裕在北府军的助

力下屡建军功，威震江南。元熙

二年（公元420年），刘裕夺权称

帝，建立刘宋政权，东晋灭亡。此

后不久，北魏统一北方，历史进入

南北朝时期，而中原汉人南迁的

故事仍在继续……

邙山在洛阳城北蜿蜒向东，穿过偃

师区。首阳山位于汉魏洛阳城东北方向，

因“日出先照”而得名，既泛指偃师境内

的这段邙山，也特指这段邙山的最高峰。

三千多年前，周武王伐纣灭商，商朝

遗孤伯夷、叔齐发誓不食周粟，隐居首阳

山，最后绝食而死。首阳山上的商伯夷

叔齐碑，首阳山下的夷齐路，都是这段历

史的旁证。

山河无言，见证王朝风云变幻。从

东汉到西晋，邙山陵墓群埋葬了许多帝

王将相，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峻阳陵

就在首阳山一带。

魏晋帝陵大都不封不树。如今的峻

阳陵更是隐于地下，地表既无陵园，也无

封土堆，只有一块石碑，上刻“晋武帝峻

阳陵”。

在山坡上放羊的老汉说，古时，西晋

帝陵被掘毁过，“龙脉断了”。桓温北伐

洛阳时，一度收复中原，修复被毁诸陵，

却终难挽救晋王朝江河日下的命运。

大谷关与 辕关

首阳山与峻阳陵

流民帅与北府军

辕山上 辕关

南京东晋博物馆

霞光映照首阳山 （赵青峰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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