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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城南記〉所見唐宋之際京兆地區之變遷

林韻柔

前言
長安為隋唐帝國政治、經濟、軍事中樞，盛唐時代的長安可說是中國文化

乃至當時東西方文化的彙聚之都。但自安史亂始，長安幾經戰亂，文化時聚時

滅，加上自然破壞，使得長安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有關典籍圖書亦多散佚。

唐長安的規制今已不復存在，然其昔日榮光，仍存於歷代地志、畫史、碑記、

寺塔記，以及詩人的吟詠篇什、筆記小說中。

〈游城南記〉記載北宋末所見長安景況，隨著唐末五代以降的戰亂破壞，國

家首都地位不再的長安，自然與作為東亞世界中心的大唐京兆有所不同。透過

張禮的記載，可以明顯看出唐宋變遷對京兆地區造成的重大影響。

此次讀書會即希望能以〈游城南記〉為本，佐以彙整相關著作史料之《唐

兩京城坊考》所載，企能初步觀察唐宋之際京兆地區轉變之況。

一、唐宋長安的性質與規劃
（一）唐長安城的規劃與性質

1.作為首都的長安

政治機能

軍事機能

2.長安城的設計

封閉性

城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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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與生活形態

（二）宋代京兆府的設置與性質

1.作為地方與邊界的長安

2.城市性質與規劃

二、文獻性質與運用
（一）〈游城南記〉

1. 作者張禮，字茂中，浙江人。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二十

日至二十六日遊歷京兆城南記。

2. 內容涉及自然景觀、歷史人物、景況等面向，為唐末戰後長安城南地

區凋敗的真實記錄，然亦間有訛誤疏漏處。

3. 今見張禮所記，有正文、自注與續注。正文和自注出於張禮手筆。續

注有七條，據續注內容可知，續注者為金末元初人，補充張禮以後一

百四十餘年城南的變化。

（二）《唐兩京城坊考》

1. 清代徐松（1781-1848），字星伯，大興（今屬北京）人。嘉慶十年（1805）

進士。嘉慶十四年任《全唐文》館提調兼總纂。授翰林院編修。後任

湖南學政，因事獲罪戍邊。歸授禮部主事。

2. 據徐松自序，己巳之歲（1809），其奉詔纂輯唐文，由《永樂大典》中

得宋敏求《河南志圖》，即以宋氏《長安志》為主，採集金石傳記，合

以程大昌、李好問的《長安圖》，分門別裏，條舉宮殿苑亭，公私廨宅，

博征史書典籍，箋釋考證于下，作為「吟詠唐賢篇什之助」。

3.《唐兩京城坊考》詳細地記載長安、洛陽的街道、市場、官署、宅第、

寺廟、宮殿的形狀、位置，以及某些街巷住居人民的生活面貌。為唐

代長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4.《唐兩京城坊考》分五卷；卷一至卷四為西京，附有外郭城、三苑、宮

城、皇城、大明宮、興慶宮六圖；卷五為東都，附有外郭城、苑、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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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皇城、上陽宮四圖。

5.《唐兩京城坊考》成書于嘉慶庚午年（1810）；清代張穆又有《唐兩京

城坊考校補》。《藕香零拾叢書》又刊有清程鴻詔《唐兩京城坊考校補

記》1卷。現有多本今人校注，詳見參考書目。

（三）二書性質與運用

1.〈游城南記〉與《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2.《唐兩京城坊考》與其他相關志書

《兩京新記》、《長安志》、《太平寰宇記》

三、二文所見京兆地區
（一）城坊制度

（二）寺院建築

（三）宅第別業

四、唐宋京兆地區的轉變
（一）從中央到地方的京兆地區

（二）戰亂對唐長安的破壞與影響（思考問題）

（三）唐宋變遷與京兆地區：國家重心的南移與首都地位的轉

變（思考問題）

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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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唐長安城坊復原圖」

附錄二「〈游城南記〉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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