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玄遇所至之大渡水考索 ①

刘振刚

　　提　要：从清水之盟议定大渡水为唐蕃边界可证唐代剑南大渡水不应该有两处。《太平寰宇记》卢山县大渡
水应该非唐代河名。胡三省注 《资治通鉴》李晟击吐蕃事误卢山大渡水为大渡河。张玄遇所至的大渡水当即今

大渡河。大渡水在不同时期所指河流不同，对涉及大渡水史事的大渡水地理位置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键词：张玄遇　大渡水　大渡河

大渡河，位于中国四川省中西部，是长江支流岷江的最大支流。《旧唐书·吐蕃下》载如意

元年 （６９２），“吐蕃大首领曷苏率其所属并贵川部落请降，则天令右玉钤卫大将军张玄遇率精卒
二万充安抚使以纳之。师次大渡水，曷苏事泄，为本国所擒。又有大首领昝捶率羌蛮部落八千余

人诣玄遇内附，玄遇以其部落置叶川州，以昝捶为刺史，仍于大度西山勒石纪功而还”①。

综合前人旧说，对张玄遇所至的 “大渡水”地望大致有如下两种解释：

第一种观点认为 “张玄遇所至之 ‘大渡水’，实即今芦山县芦山河”②。其证据为 《太平寰

宇记》《大明一统志》记载芦山县有大渡水，断言世人 “往往以大渡水与大渡河相混”③。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玄遇所至的大渡水即今大渡河。如，《读史方舆纪要》“大渡河”条：“大

渡河出雅州西北生羌界，一名沫水。……流经雅州芦山县北，又西南流经黎州所西，折而东南经

建昌行都司越辒卫北境，东流入嘉定州界，历峨眉县南，至州城东南而入于大江。……唐长寿元

年吐蕃酋长曷苏率部落请内附，遣张玄遇将兵迎之。军至大度水西，曷苏事泄，为国人所擒。”④

在我们看来，张玄遇所至的大渡水当即今大渡河，现申述如下，祈请方家指正。

一　常识引出的疑问
《元和郡县图志》记黎州，其 “八到”云 “西至廓清城一百八十里。其城西临大渡河，河西

生羌蛮界”⑤；通望县 “大渡水，经县北二百步”⑥。《元和郡县图志》嘉州 “罗目县”条：“大

渡水，在县北二百步。”⑦ 可见， 《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大渡河即大渡水。从谭其骧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看出，唐代大渡水自吐蕃经雅州西部、黎州汉源县和阳山县入嘉州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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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图应该是据 《元和郡县图志》这几条材料定位。

《旧唐书·吐蕃传》载建中四年 （７８３）唐蕃清水之盟议定西部边界，“暨剑南西山大渡河
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

西南，为蕃界”①。按， 《旧唐书·张镒传》亦作 “大渡河东，为汉界” “大渡水西南，为蕃

界”②。《太平寰宇记》记卢山县 “大渡水，从生羌界来，流入浮图水”③。有学者认为此大渡水

就是 《元和郡县志》记载的罗带水。④ 若以芦山县大渡水为唐蕃清水之盟议定的西部边界，至

少有下列两点无法解释：

《元和郡县志》记卢山县 “罗带水，经县东五十步”⑤。若罗带水是唐蕃西部边界，那么罗

带水西南的卢山县和黎州等地就划入吐蕃境。此其一。

南诏时期磨些蛮分布在南至洱海以东的宾居，西达金沙江上游的云南宁蒗、永胜、华坪、丽

江、维西、德钦、中甸一带，北到雅砻江下游与金沙江汇合地的四川冕宁、木里、盐源、盐边、

攀枝花一带，以及分布在大渡河以南安宁河流域的松外蛮和东蛮分布的部分地区。⑥ 若 “剑南西

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之 “大渡水”为卢山县大渡水，那磨些蛮分布在哪里呢？此其二。

有此两疑问，故知 “大渡水西南”之 “大渡水”绝不可能指卢山县大渡水。

《唐大诏令集》载清水之盟文曰，“暨剑南西山、大渡水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

原、会，西使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⑦。就体例来说，

《唐大诏令集》是一种材料的汇编，编者以保存史料为目的，一般不轻改原文。所以，《唐大诏

令集》所载 《与吐蕃会清水盟文》应接近原文。

《新唐书·吐蕃传》则曰：“剑南尽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镇兰、渭、原、会，西临洮，东

成州，抵剑南西磨些诸蛮、大度水之西南。”⑧ 《新唐书》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剑南尽西山、

大度水”即 《旧唐书·吐蕃传》“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看来，《新唐书·吐蕃传》作

者认为唐代大度水即大度河；宋敏求是 《新唐书》撰修人之一，也是 《唐大诏令集》的编者，

也可能 《新唐书·吐蕃传》本于 《与吐蕃会清水盟文》原文。

《册府元龟》也说：“暨剑南西川大渡水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又东至

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⑨ 试取此条与 《唐大诏令集》对勘，即知 《册府

元龟》此条似与 《唐大诏令集》所据史料同出一源。 “大渡河东，为汉界”和 “大渡水西南，

为蕃界”亦可证明唐代大渡河即大渡水。

从 《旧唐书·吐蕃传》“师次大渡水，曷苏事泄，为本国所擒”可知大渡水在吐蕃边境。然

而 《太平寰宇记》卢山县大渡水在雅州内地，其西面有罗岩州等羁縻州，曷苏如何能在唐管辖

区内被 “本国所擒”？由此可以反证张玄遇所至之大渡水非卢山县大渡水。

况且，清水之盟是议定唐藩边界，若语焉不详，必然造成外交纠纷，所以唐代剑南大渡水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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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两处。唐代剑南大渡水就是大渡河，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常识问题。地名是可以变化的，同一

河流名称在不同时代可能所指河流不同 （详后），《太平寰宇记》卢山县大渡水当非唐代河名。

二　不宜用卢山县大渡水解释唐代涉及大渡河的问题
《太平寰宇记》“通望县”条：“大渡河，在县南一十五里。自吐蕃界经雅州诸部落，至当州

东流入县界。”① 而 《太平寰宇记》记卢山县 “大渡水，从生羌界来，流入浮图水”。显然，《太

平寰宇记》大渡河与大渡水区分非常清楚。

《资治通鉴》载李晟击吐蕃事：“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破之。范阳兵追及于七盘，又

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

人。”② 胡三省注：“大渡河，在雅州卢山县。《寰宇记》：大渡河，自吐蕃界经雅州诸部落，至

黎州东界，流入通望界，于黎州，为南边要害之地。”③ 很清楚，“大渡河，在雅州卢山县”源

自 《太平寰宇记》卢山县大渡水的记载。令人费解的是，胡三省既引 《太平寰宇记》大渡河自

吐蕃界经雅州诸部落入黎州东界，又引 《太平寰宇记》卢山县大渡水的记载。可见胡三省此说

本自抵牾不通。他应该是把大渡河与大渡水混为一谈了。

《旧唐书·李晟传》记李晟击吐蕃事：“晟乃逾漏天，拔飞越、廓清、肃宁三城，绝大渡河，

获首虏千余级，虏乃引退，因留成都数月而还。”④ 按：漏天、飞越、廓清、肃宁的地望大致可

以确定。《钱注杜诗》引 《梁益州记》：“大小漏天。在雅州西北。”⑤ 《新唐书·地理六》“黎州

洪源郡”条：“有定蕃、飞越、和孤三镇兵。又有武侯、廓清、铜山、肃宁、大定、要冲、潘

仓、三碉、杖义、琉璃、和孤十一城。”⑥ 飞越山在汉源县西北一百里⑦，飞越城当在飞越山附

近。廓清城在汉源县西一百八十里。⑧ 总之，李晟 “逾漏天，拔飞越、廓清、肃宁三城，绝大渡

河”的路线应该是由北往南，则 “大渡河”自应在飞越城、廓清城南边，不可能在卢山县。

《太平寰宇记》卢山县大渡水 “流入浮图水”。若 《太平寰宇记》卢山县大渡水就是唐代大

渡河，那么大渡河也应流入浮图水，这明显与 “大渡河，自吐蕃界经雅州诸部落，至黎州东界，

流入通望界”抵牾。可见，北宋卢山县大渡水绝非唐代贯通雅州、黎州的大渡河。

胡三省注 “大渡河”是把 《太平寰宇记》关于大渡水和大渡河的记载胪列出来，并没有解

释，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更增加了疑惑。

唐代仪凤年间置大渡县，其地望 《旧唐书·地理志》说在黎州飞越县。⑨ 《新唐书·地理

志》既在雅州卢山县下记载 “仪凤二年置大渡县，长安二年省”瑏瑠，又在黎州飞越县下记载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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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大渡县，隶雅州，长安二年省”①。对于大渡县的地望，本文无意做出裁定。有学者认为大渡

县得名于卢山县大渡水。② 《元和郡县图志》没有提到雅州境内的大渡河，《太平寰宇记》说大

渡河 “自吐蕃界经雅州诸部落”③ 流入黎州通望县。若大渡县在卢山县地境，得名于经雅州西

边诸部落的大渡河也未尝不可能。前已述及，《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大渡河即大渡水。大渡县

也可能得名于大渡河的异名大渡水。以唐大渡县在卢山县并不能断定 《太平寰宇记》记载的大

渡水在唐代已有此称。

《汉书·地理志》说 “《禹贡》蒙山溪大渡水东南至南安入?”④，此大渡水是今大渡河支流

青衣江。《水经·若水注》：“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于若水。”⑤ 此大渡水即今雅砻

江支流坝拉河⑥。唐代大渡水即今大渡河。《太平寰宇记》大渡水即今芦山河。汉、北魏、唐、

宋记载中，大渡水所指河流不同。

综上所述，可以认知：张玄遇所至的大渡水当即今大渡河；大渡水在不同时期所指河流不

同，对涉及大渡水史事的大渡水地理位置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系）

本文责编：



程方勇

《大熊猫图志》正式出版

　　２０１９年８月，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指导，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四川省林业
和草原局联合编著，方志出版社出版的 《大熊猫图志》（中英文版）正式面世。该志是全球首部

以大熊猫为记述对象的官修图志，旨在以通俗简洁的语言和丰富精美的图片与画作，向社会各界

全方位展示大熊猫的起源、生态、研究、保护和文化等内容。

《大熊猫图志》分物种、生活、环境、研究、保护、文化６个篇章，近４００页，约２５万字，收
录近５００幅珍贵图片，全景展现大熊猫由濒危到 “易危”，与人类渐行渐近、日益亲密的历程。

该书创新图志编纂新模式，将实景拍摄作品与艺术家创作作品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相

结合，收录艺术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小学生等有关大熊猫题材作品；把最新科研成果用图

片、照片形式收录进来，确保所记内容与当前大熊猫科学研究的一致性。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１６张玄遇所至之大渡水考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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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７７《剑南西道六》，第１５６１页。
《汉书》卷２８上 《地理志上》，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５９８页。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３６《若水》，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８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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