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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
繁华仅次于成都

在远古农耕时期，丰富的水资源不

仅能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必要的条件，还

可以为人类提供交通的便捷。不知何

时，元谋人的一支后裔沿着郪江进入三

台境内，在今天的三台县郪江镇建立起

以“郪”为名的王国。它既是在巴国和蜀

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国家，也是当时“九

州千国”之一。史书记载，神秘的古郪

国“有盐井铜山之富”，展现出富庶繁华

和如虹气势。

长达数百年的春秋战国兼并战争让

这个偏安一隅的神秘古郪国败下阵来，

消失在历史长河里。西汉高帝刘邦于公

元前201年，在古郪国都城(今郪江镇)

设立郪县，郪国之名得以延续。

隋开皇年间和北宋重和初年，因流

经此地的梓潼水(又名梓江)，这里先后

被命名为梓州、潼川。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朝廷将这

里的新州改名为梓州，“梓州”这一极具

厚重历史感的名词开始出现在人们视野

里。唐至德二年(757年)又在梓州增设

剑南东川，与剑南西川(成都)遥相呼

应。此时的郪县既是梓州治地，同时又

是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地理位置

显赫，“地当四达之冲，路扼两川之要，为

益州之门户，实果、阆之襟喉”。

唐宋时期，梓州是仅次于成都的四

川第二大城市。便捷交通，繁荣的经济，

相对安宁的环境，这一切吸引无数达官

名流和文人墨客慕名而来。文化教育也

得到长足发展，梓州青年读书习字、考取

功名蔚然成风。史料记载，仅宋朝时期，

梓州考中进士的就多达32人。

诗圣杜甫于唐宝应元年(762 年)

秋，为避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的叛

乱，开启在梓州长达1年零8个月的寓居

生涯。当时的梓州城远离战乱，这里的

恬淡舒适安抚了杜甫颠沛流离的生活。

杜甫一生创作了1400多首诗歌，其中近

200首是在寓居梓州时写下，《闻官军收

河南河北》就创作于此。

李白的老师赵蕤(659年-742年)是

唐朝杰出纵横家，曾隐居梓州城北长坪

山千佛岩旁潜心著述，于唐开元四年

(716年)写出惊世骇俗的谋略全书《长

短经》。赵蕤在梓州隐居之地，后人称赵

岩洞，至今尚存。

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于唐大中五

年(851年)十一月，受东川节度使柳仲

郢邀请，任东川节度判官。寓居梓州

期间，李商隐创作出50余首诗歌，诗中

除描绘梓州的山川景色外，大都抒写

个人身世和百姓疾苦，感叹梓州是“蜀

川巨镇，郪道名邦，擅禹甸之饶，控巴

蛮之”。

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梓州改名

为潼川，梓州路也变成潼川府路。明朝

洪武九年(1376年)改潼川府为潼川州，

撤郪县并入，潼川州辖射洪、中江等8个

县。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朝廷将潼

川州升为潼川府，并以城西三台山而设

三台县。民国2年(1913年)潼川府被撤

销，辉煌800年的潼川府(州)停留在泛

黄的古籍里，透过斑驳的古城墙还可依

稀窥见昔日的辉煌。

潼川古城墙始筑于南朝宋元嘉年

间，唐、宋时的城垣多系土筑。明天顺年

间改为石筑，明嘉靖年间扩建，清乾隆年

间对城墙进行加固维修。现潼川古城墙

残存约2500米，东、南城门依然保持初

建时的雄姿。

一座小城
与一所大学的旷世奇缘

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

一八”事变，不到半年时间，东北三省沦

陷。东北大学也被迫踏上颠沛流离之

路，先后设校于开封、西安。1937年，东

北大学在西安复课后不久，日军逼近潼

关，东北大学被迫再次迁徙。

偏安川东北的三台曾是梓州和潼

川府所在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且有着便捷的水陆交通，工商业较为发

达，又被指定为重要的粮棉和兵源基

地，是名副其实的后方之城。1938年3

月，首批东北大学师生到达三台，一座

小城与一所大学开启长达8年的旷世

奇缘。

东大师生到来后，当时的县长郑献

徵组织召开有3000人参加的欢迎大会，

并将县城东街原潼川府贡院和杜甫草堂

寺一部分房屋、军阀田颂尧军部旧址(现

三台中学一角)以及潼属联立高中的部

分校舍提供给东北大学。1938年5月10

日，东北大学正式复课。后来，东北大学

陆续兴建礼堂、图书馆、教室、宿舍、餐

厅和各学系研究室、防空设施等，又租

赁省立高中校在北坝的100余亩校产

作体育场，购买蚕丝公司职员训练基地

作为新生院;规模从初期的文、法两个

学院，中文、史地、化学、政治、经济5个

系，扩展为文、法、理、商4个学院，增加

外文、数学、物理、工商管理等系，内迁

三台的东北大学成为抗战时期院系较

为完整的大学。

在三台期间，东大师生在牛头山修

建防空洞，还建立了东大抗敌后援会。

建立起读书会、民主青年社和各种学术

团体、剧团等进步组织和社团80余个。

他们通过街头义演、办板报等多种方式

宣传抗日，推动三台抗日救亡运动的发

展。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三台全县

总人口约97万人。抗战期间，三台共计

4万余人出征抗日，他们用血肉之躯抵

抗日本侵略，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也作出巨大牺牲。

1946年，东北大学迁回沈阳。东北

大学在三台的8年间，无数的文化名流

和仁人志士云集三台，为这座滨水之城

带来新思想、新文化、新气象。东北大学

回迁后，在原三台东北大学校址上诞生

了川北大学，后发展成为四川师范大学、

西华师范大学。

物华天宝
郪国遗珍万物丰

三台县境内有大小江河溪流71条，

丰富的水资源使这方土地沃野千里、物

阜民丰。

“潼川豆豉保宁醋，荣隆二昌出夏

布。”“出门三五里，忽闻异香飘。借问是

何物?豆豉一大包。”这些都是三台人再

熟悉不过的歌谣，歌谣中的潼川豆豉被

誉为“川菜之魂”，是烹饪川菜的必备调

味品。

潼川豆豉已有 300多年的生产历

史。在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中，邱正顺的前五辈祖先在清康熙九年

(1670年)左右从江西跋山涉水迁徙到

潼川府(今三台县)，在南门外生产水豆

豉售卖。他根据当地气候和水质特点，

用毛霉型发酵工艺酿造鲜豆豉，极为畅

销。后来，酿造经验不断积累、技术不断

提高，豆豉色鲜味美，远近闻名;因产地

潼川府，故称为潼川豆豉。传至邱正顺

时，他便在城内东街开办“正顺”号酱园，

年产豆豉20多万斤，盈利甚多，人称“邱

百万”。

1931 年出版的《三台县志》记载:

“城中以大资本开设酱园者数家，每年所

造豆豉极殷盛，挑贩络绎不绝，称为潼川

豆豉，销往省城及各县，并汉中陕西。”到

1942年，三台城中酱园已达36家。2008

年6月，潼川豆豉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东晋史学家常璩在其编纂的《华阳

国志·郪县》中记载:“郪县有山原田，富

国盐井，濮出好枣，特好入贡。”由此可

见，东晋时期，三台不仅盛产食盐，米枣

也享有盛誉。三台也因此被冠以“中国

米枣之乡”的美誉。

“涪城麦冬千金宝，本草遗株万国

珍”。元末明初，当地人将野生麦冬培育

为家麦冬，这种家麦冬因产地曾是涪城

县治地而得名“涪城麦冬”。涪城麦冬又

名川麦冬、绵麦冬，产地主要集中在涪江

流域三台段以芦溪、刘营镇等为中心的

涪江沿岸镇乡。

明弘治年间编纂的明朝唯一一部国

家药典《本草品汇精要》中，已有涪城麦

冬的相关记载。明嘉靖年间编纂的《潼

川志》中罗列出潼川产的33种中药材，

其中就有麦冬。清乾隆年间编纂的《潼

川府志》，对涪城麦冬的产地、功效也有

详细记载。

文图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发源于四川松潘县与平武县之间的岷山主峰雪宝
顶的涪江，以拔山扛鼎之力，出千峡、纳万川，穿过

万千峰峦，在三台县境内自西北向东南一路狂奔，勾勒出千
丘万壑。从绵阳市安州区龙门山余脉蜿蜒而来的凯江，穿
越崇山峻岭，在三台中东部与涪江汇合。千年古城三台就
位于两江交汇处，正如《旧唐书》所记载的那样:三台“左带涪
水，右挟中江，水陆冲要”。

位于三台县北坝镇境内的高速互通。侯晓斌 摄

三台米枣基地。

四川三台：
从古郪国摇曳而来的千年古城

□云曦

现存潼川古城东城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