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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萧关是古代建于自长安通往塞外 、 西北直至中亚 、 西亚地区的交通大道上的一处险要关隘。它不仅是

屏障关中极为重要的军事要塞 , 而且还是统一时期中原王朝构筑的北部战略防御体系中的关键一环 , 在中国军事史占

有突出地位。然而涉及萧关位置这一最基本的问题 , 千百年来却众说纷纭 , 莫衷一是。本文循着将文献资料和实地考

察相结合的途径 , 以期能在解决这一问题的道路上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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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中一词的多种解释中 , 认为关中因居于

“东函谷 , 南武关 , 西散关 , 北萧关”① 所谓四

关之内而得名之说较为普遍和具有代表性。可

见 , 萧关对于关中区域的界定和防御都具有非同

寻常的意义。就目前关中诸关的研究现状而论 ,

函谷关等其它关口地理位置问题大致已获解决 ,

唯有萧关最称复杂棘手。自古迄今 , 学术界就萧

关位置竟有数十种说法② , 令人扑朔迷离 , 如坠

云雾 。本文基于已往的研究基础 , 在广泛查阅文

献的基础上 , 又反复地进行了实地考察 , 最终断

定今宁夏固原县蒿店乡三关口为萧关故址。确当

与否 , 诚祈指正 。

一 　萧关问题概说

萧关是战国时期秦国设于西北边陲的重要关

隘③ , 控扼长安通往塞外及西北的交通孔道 , 旨

在拱卫京师及关中地区。《史记》 载:汉文帝 14

年 (前 166年), “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

关 , 杀北地都尉”④ , 此乃萧关见诸记载之始 ,

《史记》 也就成为最早记载萧关的历史文献。另

外 , 《史记》 中涉及萧关史事的还有数处 , 遗憾

的是作者司马迁均未能具体指明萧关地理位置 ,

这便给后世围绕萧关位置研究而出现的众说纷

纭 , 观点林立的格局埋下了伏笔。至魏晋时 , 就

已经鲜少有人知晓萧关位置了 。进入唐朝 , 随着

史志学的不断发展 , 有关萧关地理位置就成为不

可回避的问题 , 因而当时人开始涉及萧关地理位

置的探讨 。唐初李泰在 《括地志》 中说:“萧关 ,

今陇山关 , 在原州平凉县界 。” ⑤ 时隔约 160年

后 , 中唐李吉甫在 《元和郡县图志》 中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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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骃:《史记集解》 注 “关中” 引徐广语 , 见 《史

记》 卷 7 《项羽本纪》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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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河山集 (四集)》 , (西安)陕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 1991 年 , 第 110、 201 页。

《史记》 卷 110 《匈奴列传》。

贺次君:《括地志辑校》 卷 1 , (北京)中华书局 ,

1980 年。



“萧关故城 , 在县 (今宁夏固原县)东南 30里 ,

《汉书》 文帝 14 年匈奴入萧关杀北地都尉是

也。”① 李吉甫和 《元和郡县图志》 就成了萧关

有史以来首次指明其位置的学者和文献 。值得注

意的是 , 同为唐人的李泰 、李吉甫对萧关位置提

出了不同说法 , 这表明唐人关于萧关位置已经出

现了明显分歧。北宋初年乐史的 《太平寰宇记》

完全沿袭了 《元和郡县图志》 的说法。时隔不百

年 , 北宋中叶曾公亮于 《武经总要》 中称 , “瓦

亭砦 , 控陇山一带 , 即汉朝那地 , 古萧关也”。

瓦亭砦是唐政府为抵御突厥等游牧民族内侵而于

西北边陲建立的防御设施 , 东南距今宁夏固原县

蒿店乡约 20公里处 , 今固原县 瓦亭村即古瓦亭

砦所在地 , 与萧关同属军事设施 , 而并非一回

事。这里且不管曾公亮张冠李戴将瓦亭砦说成是

萧关与乐史照搬 《元和郡县图志》 说法是否正

确 , 仅就同为宋人的乐史 、曾公亮而提出了关于

萧关位置的不同意见 , 反映了宋人在此问题上分

歧依然。进入明清 , 人们对于萧关位置更是心里

无着 , 众说纷纭 , 动辄将某城某寨 “疑” 为萧关

故址 , 要么别立新说 。近代以降 , 学者们基于各

自的研究和认识 , 各秉一说 , 但多属坚持以往某

一观点 , 另创新解者很少 。

可见 , 因 《史记》 等文献对萧关位置缺乏明

确记载 , 使得后人在此问题上见仁见智 , 聚讼纷

纭 , 以致今人在新修 《固原县志》 中的相应部分

总是闪烁其词 , 或尽力回避 , 遂使该问题成为不

解的千古学术疑案。唯此 , 萧关也就成了我们关

中要塞课题研究中难度最大 , 费时最久 , 用力最

勤的一个关口。

二　萧关诸说质疑

如上所述 , 古今有关萧关地理位置竟多至数

十种说法 , 但是包括其中某些影响颇大的说法 ,

显然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1.萧关在固原东南

清朝中叶成书的 《大清一统志》 , 说萧关

“在固原州东南”② , 《辞海》 也说萧关在 “宁夏

固原东南”③。 “固原东南” 作为一个地理概念 ,

范围至大且广 , 令人不着边际 。按从古代关隘多

设于交通大道常理出发 , 今固原至平凉公路与萧

关古道大致吻合 , 两地间距离为 94公里 , 大体

上可称是东南 —西北走向 , 其中上海—伊宁国道

(即 312国道)甘肃平凉至宁夏固原十字路段是

东南 —西北走向 , 而十字路至固原县城间大致呈

南北走向 。那么 , 萧关故址究竟何处 , 殊难确

定。可见 , 萧关在固原东南之说大而无当 , 难以

使人准确定位 。但此说也有可取之处 , 即确定了

萧关关址的大方位 , 排除了萧关在固原以北说法

成立的可能性 。固原北确实设过萧关 , 为北宋

“崇宁四年 (1105 年)建筑”④。应当指出的是 ,

它之所以还称萧关 , 是因为它既位于萧关道上 ,

又在唐萧关县境内 , 但已不是关中屏障意义上的

军事要塞 , 仅仅是宋夏辖区分界的标志 , 与汉 、

唐之际的萧关风马牛 , 不相及 。

2.萧关在固原县东南 30里

据唐宪宗元和年间 (806—820 年)成书的

《元和郡县图志》 记载:“萧关故城在县 (唐时平

高县)东南 30里。”⑤ 唐时平高县即今宁夏固原

县 , 这是萧关设关以来第一部指明萧关具体位置

的文献。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 (976— 984

年)成书的 《太平寰宇记》 完全承袭了上述说

法 , 这是关于萧关位置中影响较大的一种说法。

为了判定这一观点的正误 , 我们曾数次前往固原

一带实地考察 。所看到的情况是:固原县城东南

尽是绵延不绝 、一望无际的大山区 , 古无大道可

通 , 今亦无路可行。古来设关目的是为控扼交通

要道 , 既然固原东南 30 里内古今皆无路可通 ,

那就不存在设关的可能性了。然而 《元和郡县图

志》 和 《太平寰宇记》 是两部颇具权威 , 影响很

大的方志著作 , 不可率尔否定 。为此 , 我们又实

地对固原县城附近进行了反复考察 。出固原县城

沿通往平凉的公路南行至 15公里处 , 确有一邑

落 , 名三十里铺。在此确亦见到一古城垣 , 新修

《固原县志》 称该地是元代开成府 、明代开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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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郡县图志》 卷 3 , 文渊阁 《四库全书》 本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7 年。

《大清一统志· 平凉府二》 , 四部丛刊本 , (上海)

上海书店 , 1987 年。

《辞海》 (地理分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1982 年 , 第 234 页。

《宋史》 卷 87 《地理三》 。

《元和郡县图志》 卷 3 , 文渊阁 《四库全书》 本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7 年。



所在地 , 可见这一古城垣当是元 、 明开成府 、开

城县遗址 , 非萧关故城遗迹 , 此其一;其二 , 环

顾今三十里铺周围 , 东西两侧山势平缓逶迤 , 河

谷开阔舒展 , 根本不具备设关的地理条件;其

三 , 三十里铺位于固原正南方向 30里处 , 而非

东南 , 可见它决非古萧关位置 。由此可知 , 上述

二志所载萧关在固原东南 30里说法有误。

3.萧关与唐萧关县治所不在同一位置

自五代开始 , 一些学者常把萧关与唐萧关县

混为一谈 , 从而给确定萧关位置凭添了意外的枝

节和困难 。《旧唐书》 称:“高宗时 , 于萧关置他

楼县 , 神龙元年 (705 年)废他楼县 , 置萧关

县 , 大中 5年 (851年)置武州 。”① 该材料明白

无误地说明 , 他楼县和继后的萧关县治所就设在

萧关故址上。《太平寰宇记》 引用了 《旧唐书》:

“高宗时于萧关置他楼县” 的说法 , 同时又说

“萧关故城在县东南 30里” , 如此说来 , 唐萧关

县治所就位于今固原县东南 30里处 , 亦即 《元

和郡县图志》 所言萧关处 。

上述 《旧唐书》 与 《太平寰宇记》 所持观点

正确吗 ? 答案是否定的。据 《元和郡县图志》

载:“萧关县 , 南至州 180里 , 本隋他楼县。大

业元年 (605 年)置 , 神龙 3 年 (707 年)废 ,

别立萧关县。以去州阔远 , 御史中丞侯全德奏于

故白草军城置 , 因取萧关为名 。”② 此处的州 ,

指原州 , 治所即今宁夏固原县城。那么 , 南距今

固原 180里的唐萧关县 , 应在今宁夏同心县内。

上文曾经提到 《元和郡县图志》 是一部颇具权

威 , 影响很大的方志著作 , 应该说 , 它所记载的

情况是真实可信的。可见 《旧唐书》 、 《太平寰宇

记》 不仅将他楼县 、 萧关县治所位置搞错了 , 而

且还把他楼县 、 萧关县的废立时间搞错了 , 以致

给后人辨别 、确定萧关位置增加了难度 。

三　萧关故址何在

以上我们对萧关位置的几种说法以及与此相

关联的唐萧关县的治所问题作了辨析。那么 , 萧

关故址究竟何在 ?我们在广泛查考文献资料的基

础上 , 又结合多次实地考察 , 进而反复比较 、分

析和综合 , 最终确定今宁夏固原县蒿店乡三关口

为萧关故址。

1.从方志材料看

唐初李泰 《括地志》 云:“萧关 , 今陇山关

……在原州平凉县界” , ③ 唐人张守节 《史记正

义》 也说萧关 “今名陇山关 , 在原州平凉县

界” ④。在此二人均把萧关与陇山关混为一谈了 ,

今姑置不论。北宋初年乐史著 《太平寰宇记》 ,

其中指出汉唐萧关至宋初名曰萧关镇 , 位于汉朝

那县内。据 《大清一统志》 载:汉朝那县 “在平

凉县西北”⑤ , 辖区在今甘肃平凉市西北 、 宁夏

固原县东南之间。可见 , 萧关故址在古平凉县境

内 , 具体说在今甘肃平凉市西北。据此 , 我们以

为距今甘肃平凉市西北 31公里处的三关口作为

萧关故址是符合这一结论的 , 此其一;其二 , 清

修 《甘肃通志》 云:“瓦亭砦在县 (今甘肃华亭

县)西北八十里金佛峡内 , 控陇山一带 , 即古萧

关也 。”⑥ 本条资料所称瓦亭砦 , 如前所述 , 它

为唐政府设立的旨在抵御突厥 、吐蕃等少数民族

内侵的军事设施 , 位于今宁夏固原县蒿店乡西北

约 20公里处 , 该地名相沿至今。很显然 , 作者

在此虽然把瓦亭砦和萧关混淆了 , 但值得重视的

是明确指出了萧关在金佛峡内 。清末所修 《固原

州志》 说:“金佛峡在瓦亭东二十里 , 又名弹筝

峡 , 以流水声如弹筝也 , 唐宋戍守要地 , 今俗呼

为三关口 。” 该条资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一是

瓦亭砦不在金佛峡内 , 两地间相距 20里;二是

金佛峡又叫弹筝峡 , 名缘 “流水声如弹筝” , 清

末又叫三关口;三是该地系兵争要地。撰者虽未

直接点明萧关位于金佛峡内 , 但却说该地乃 “唐

宋戍守要地” 。结合前引材料 , 足以说明萧关在

金佛峡 (或弹筝峡)内 , 即今宁夏固原县蒿店乡

三关口。

其三 , 民国年间成书的 《固原县志》 在诠释

·5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旧唐书》 卷 38 《地理一》 。

《元和郡县图志》 卷 3 , 文渊阁 《四库全书》 本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7 年。

贺次君:《括地志辑校》 卷 1 , (北京)中华书局 ,

1980 年。

(唐)张守节: 《史记正义》 , 见 《史记》 卷 106

《吴王濞列传》 附注。

《大清一统志· 平凉府二》 , 四部丛刊本 , (上海)

上海书店 , 1984 年。

(清)《甘肃通志》 卷22 , 文渊阁 《四库全书》 本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7 年。



萧关时说:“关以萧名 , 萧者蒿也 。关之东五里 ,

迄今犹以蒿店名之。”① 蒿店 , 即今宁夏固原县

蒿店乡政府驻地 , 蒿店西 5里即今三关口。所以

该县志明确指出蒿店以西 5里的三关口即古萧关

所在地。由此又使我们不禁联想到:宋初成书的

名志 《 太平寰宇记》 所记载的当时曾于萧关一

带设萧关镇 , 其故址莫非就是今蒿店乡政府驻地

———蒿店 。

其四 , 清末成书的 《固原州志》 在解释萧关

时说:在原三关口所在地的摩崖石壁上曾刻有

“萧关锁钥” 四字 , 清末时仅存 “锁钥” 二字 ,

但当地土人云早年曾目击过 “萧关锁钥” 完整字

样。另据今修 《固原县志》 载:在三关口所在地

摩崖石壁上留有 “硝水奔流” 等字迹。萧 、 硝为

谐音字 , 镌刻者只所以把流经三关口的泾水当作

硝水 , 大概原因在于该地为萧关故址。这两条摩

崖石刻资料成为萧关位于今三关口的有力佐证。

可见 , 通过我们对上述方志所记载的或明或

暗史实的缕析 , 足以得出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 ,

即今宁夏固原县蒿店乡政府驻地以西 5里的三关

口就是古萧关所在地 。

2.从历代皇帝出巡路线看

汉唐之际 , 北部大漠地区活跃着匈奴 、 突厥

等许多游牧民族 , 常举兵南侵 , 给汉唐王朝带来

了莫大威胁 , 为了显示对北部边陲的重视并加强

防御力量 , 汉武帝等有作为的皇帝曾多次沿萧关

道出萧关北行 , 巡视边塞 。从当时皇帝的出巡路

线来看 , 也有益于我们确定萧关位置。汉武帝在

位期间 , 西汉与匈奴的关系时好时坏 , 但多处于

紧张状态 , 因而武帝数次巡视西北边塞。 “元鼎

五年 (前 112年)冬十月 , 行幸雍 , 祠五 。遂

逾陇 , 登空同 , 西临祖厉河而还”②。此次武帝

出巡路线是由长安出发西北行 , 经今陕西风翔

县 、 陇县 , 北越陇山 , 登崆峒山 , 出萧关 , 北行

过固原西北行 , 沿祖厉河而还 。武帝 “元封四年

(前 107 年)冬十月 , 幸行雍 , 祠五 , 通回中

道 , 遂北出萧关”③。武帝这次出巡和元鼎 5 年

走的是同一条路线 , 不同的是返回时东行 “历独

鹿 、 鸣泽自代而还” 。由于两次巡视路线相同 ,

所以元鼎 5年出巡也必然是出萧关而北行的 。

安史之乱爆发后 , 唐玄宗仓皇而逃 , 途中发

生马嵬兵变。兵变后 , 太子李亨 “自奉天 (今陕

西乾县)而北 , 夕次永寿 (今陕西永寿县)…已

亥至安定郡 (今甘肃泾川县) …辛丑至平凉郡

(今甘肃平凉市) … (七月)甲子 , 上即皇帝位

于灵武 (今宁夏灵武)”④。李亨北上路线 , 实际

上是沿着自今陕西乾县西北行 , 经永寿 、 彬县 、

常武 、甘肃泾川 、平凉 , 宁夏固原到灵州 , 其中

乾县至平凉段与今上海———伊宁国道 (即 312国

道)吻合 , 平凉至灵州段与今银川 ———平凉公路

吻合 。对于李亨北上路线 , 今人说得更具体明

白:“太子李亨从萧关北上 , 即位灵武 , 是为肃

宗。”⑤ 也就是说李亨大体上沿萧关道西北行 ,

出萧关 , 至灵武即皇帝位 , 并且是在平凉议定

“治兵于灵武以图进取”。前文我们已定位萧关在

平凉西北 , 故平凉议事后 , 出萧关 , 沿萧关道西

北行 、达灵武是很自然的 。

3.依重大军事活动看

萧关道作为古今沟通和联结内地与西北乃至

中亚 、西亚的唯一交通大道 , 在政治 、 经济 、军

事和文化等方面都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和作用 ,

萧关则设于该道最险要处 , 又位居抵御西北诸游

牧民族侵扰的前沿地带。不仅是古代拱卫关中地

区的重要关隘 , 而且还是古代中原王朝为抵御北

部 、 西北部一带游牧民族内侵而循长城沿线建立

的众多军事要塞中的一座 , 成为构成屏障中原王

朝战略防御体系中的关键一环 。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 , 萧关同时发挥着这双重作用 , 所谓 “襟带西

凉 , 咽喉灵武”⑥ , 战略地位至关重要 。战事频

冗 , 刀光剑影 , 成为萧关 、萧关道的一大显著功

用和特点 , “回中道路险 , 萧关烽堠多” , 就恰切

地揭示了这种情况。其中有些军事行动也可为我

们确定萧关位置提供一些凭据或佐证。

西汉文帝时 , 为了恢复封建统治秩序 , 发展

社会经济 , 与民休养生息 。而此时雄居漠北的匈

奴族十分强大 , 常兴兵南下 , 兵锋动辄直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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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文帝 14年 (前 166年) “匈奴单于率 14万

骑入朝那萧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 。此次匈

奴进兵路线是沿萧关道 , 自西北向东南进发 , 夺

取萧关 , 再经回中道至回中烧毁回中宫 。进入唐

朝 , 突厥 、吐蕃族先后强大起来 , 常发兵内侵 ,

沿萧关道逾萧关 , 兵临渭城 、 渭水 , 给唐王朝的

边疆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所以 , 充分发挥萧关军

事要塞作用 , 有效控扼萧关大道 , 成了唐政府抵

御突厥 、 吐蕃族内侵的重要举措。唐初高祖武德

八年 (625年)六月 , 高祖令燕郡王李艺领兵屯

华亭县及弹筝峡 (今宁夏固原三关口 , 即萧关故

址), 以防突厥①;武后久视元年 (700 年)十

月 , “以魏元忠为萧关道大总管 , 以备突厥”②;

德宗建中四年 (783 年), 唐朝政府与吐蕃会盟

清水 (今甘肃清水县), 双方约定 “以弹筝峡

(三关口 , 即萧关故址)西口为界” ③。安史之乱

后 , 唐朝国力日衰 , 关中失控 , 吐蕃内侵 , 占据

了萧关以西 、以北的辽阔地区 , 直到唐宣宗时才

得收复这些失地 。史载宣宗大中三年 (849 年)

春:“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 , 吐蕃宰相论恐热以

秦 、 原 、 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国…诏

太仆卿陆耽往喻旨 , 仍令灵武节度使朱叔明 、彬

宁节度使张君绪 , 各出本道兵马应接其来。”④

这段资料是说吐蕃愿意归还占据长达百年的唐朝

领土 , 唐王朝迅速作出接应安排 , 经半年交接 ,

到大中 3年 7 月 , “康季荣奏收复原州 、 石门 、

驿藏 、木峡 、制胜 、 六盘 、石峡等六关讫。彬宁

张君绪奏 , 今月十三日收复萧关”⑤;又有 “彬

宁监军小吏张文锐奏 , 本道兵马今月十三日收复

萧关”⑥。从这两条资料看:泾原节度使康季荣

收复了其辖区的原州及石门等六关 , 彬宁节度使

张君绪收复了其辖区的萧关。这就从根本上否定

了 《元和郡县图志》 与 《太平寰宇记》 所载萧关

“在县 (今宁夏固原县)东南 30里” 的说法 。设

想萧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 30里 , 即处在六盘关 、

制胜关和固原之间 , 按常理应该由控辖其地的泾

原节度使康季荣收复 , 而事实是彬宁节度使张君

绪收复 , 说明萧关靠近彬宁道控辖的今甘肃宁

县 、 平凉 、陕西彬县一带 。至 “大中五年 (851

年)七月十四日 , 敕宣赐名武州 …仍属彬宁

道” ⑦, 即是说在收复的萧关城置武州 , 仍属彬

宁道控辖 。就更加证实萧关不在固原附近 , 而只

能在今平凉一带。

唐宣宗大中四年 (850年), 党项族 “掠彬

宁 , 诏凤翔李业 、河东李拭合节度兵讨之 , 宰相

白敏中为都统”⑧ , 到 “大中五年 (851年)白敏

中帅彬宁平羌项 , 乃通萧关” , 这里所说 , 从大

中四年以白敏中为都统讨伐党项 , 到大中五年收

复彬宁 , 控制了萧关 , 可见萧关仍由彬宁节度使

控辖。明初 , 太祖洪武二年 (1369年), 大将徐

达率兵 “出萧关 , 下平凉……拔庆阳……尽定陕

西地”⑨ , 清修 《甘肃通志》 记载此事尤为具体:

“明初 , 徐达由静宁 、 隆德至萧关 , 遂取平

凉。” 10 从这两条资料看出 , 徐达的行军路线是

自西向东由静宁而隆德而萧关而平凉而庆阳 , 其

中静宁至平凉段恰与今上海———伊宁国道 (即

312国道)吻合。萧关位于隆德以东平凉以西的

312国道上 , 比较此段的山川形胜看 , 萧关位置

非今三关口一带莫属。此其一;其二 , 自古至

今 , 三关口一带战事频频或屡作戍守重地史不绝

书 , 也从另一方面突现了萧关作为军事要塞最本

质的特点 , 也大大增强了三关口作为萧关故址的

说服力。

4.从历代诗人咏萧关诗作看

萧关地处著名的萧关古道上 , 贩夫走卒 , 文

人骚客 , 络绎不绝 , 又是历代兵争要地 , 人文 、

自然景观独具一方 , 从而触发了历代身莅其地的

文人墨客的诗情勃发 , 名篇佳什 , 代不鲜有 , 其

中有些作品也为我们推断萧关故址提供了重要

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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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存世诗 《上之回》 云:“回中道路险 ,

萧关烽堠多 。” ① 作者之所以将回中道和萧关两

个地理特色鲜明且不属同类的对象置于一诗中并

加以对比性的描述 , 说明萧关必然靠近今陕西陇

县 、 甘肃华亭县 、平凉一带的回中道。唐朝诗人

陶翰在 《出萧关怀古》 诗中写道:“驱马击长剑 ,

行役至萧关 ……秦城亘宇宙 , 汉帝理旌旃”②,

反映了诗人自己出萧关沿萧关道西北行沿途看到

了秦长城进而由此联想到昔日汉武帝征战匈奴的

场景 。诗中提到的秦长城在今固原县城北十里

铺 , 从而排除了萧关在固原以北的可能性。明朝

中叶著名平凉籍诗人赵时春在 《弹筝峡》 诗中写

道:“筝峡唐时道 , 萧关汉代名 。形胜双流合 ,

乾坤一壑平。连山接玉塞 , 列戌控金城 。凭高瞻

斗柄 , 东北是神京” ③。该诗生动形象地描绘了

萧关宏观的地理景致及其所处弹筝峡 (即今三关

口)一带微观具体的雄奇险峻的山水形胜。这是

目前所见最直接明了地指出萧关位于弹筝峡 (即

今三关口)的诗作。清代诗人韩国栋在 《瓦亭烟

岚》 一诗写到:“试向萧关一回首 , 依依杨柳水

潺潺 。”④ 该诗所透露的意境是作者伫立于西北

的瓦亭砦 , 向东南一带关内回首时 , 目击到了萧

关 , 由此判断萧关在瓦亭关东南一带 , 而不会在

瓦亭关以北的固原东南 30里或固原以北。

5.从实地考察看

为了准确弄清萧关位置 , 我们在广泛查考文

献资料的基础上 , 于 1997 、 1998年间曾多次前

往甘肃平凉 、宁夏固原一带进行实地考察 , 受益

匪浅 。

萧关设于萧关道上。萧关道是古代沟通中原

与西域以至中亚 、西亚等地区的主要交通大道 ,

贩夫走卒 , 各色人士 , 络绎不绝 , 往来如织 。其

基本走向是:“由长安西出发 , 过渭城西北行 ,

经平陵 、茂陵 、 好 (今陕西乾县东)、漆县 (今

陕西彬县)、安定 (今甘肃泾川县)、萧关至安定

郡治高平 (今宁夏固原县), 为长安通西域的北

路” ⑤, 与今上海—伊宁国道 (即 312 国道)西

安至宁夏固原什字乡 (六盘山下)段基本吻合。

为了感受萧关古道的氛围 , 我们也特地沿与

萧关古道吻合的今 312国道西北行 , 至宁夏固原

县蒿店乡三关口一带 , 所见山水形胜之险峻 , 果

然是天下罕见。

三关口 , 古称弹筝峡 , 亦称金佛峡 。位于陇

山北陲 , 泾河源头。东南 —西北走向的道路只能

通过三关口沿泾河源头伸展 , 除了三关口这个通

道外 , 附近地区全是大山区 , 山岭沟壑阻隔 , 古

无大道可通 , 今天西安去兰州 、银川的 312国道

此间仍循着萧关古道 , 并通过三关口。可见 , 萧

关道的选定 , 充分体现了古人的高超智慧和科学

识见 , 也可见 , 萧关古道是古今通往西北的最佳

途径 , 萧关建在这里 , 亦即选择了最佳位置 。因

为平凉以东有两条大道可通长安 , 加之泾河河谷

宽阔 , 根本不具备建关条件 , 固原南 、 东南同样

不具备建关条件;萧关又是关中的西北门户 , 所

以不可能建的离关中更远一些 , 综合这些情况可

知 , 萧关只能建在三关口一带 。

我们看到的三关口所在地 , 山水形胜十分险

峻 , 两山并峙 , 绝壁如削 , 泾水中流 , 关口最宽

处不超过 50米 , 最窄处则不超过 10米 (后来屡

有拓宽), 具备设关建隘的绝好条件 , 若设关于

此 , 必能形成一夫当关 , 万夫莫开的有利态势。

就我们一路耳目所及 , 还未发现有比这里更险峻

优越的地形地势;再说 , 于此设关 , 也有效地控

扼了自关中通往塞外 、西北地区的萧关古道 , 起

到了屏障长安 , 拱卫关中的作用。萧关一名 , 自

古以来无论正式史籍还是其它方志似乎均没有专

门解释 , 只有民国 27年 (1938 年)成书的 《固

原县志》 称:“古道未辟 , 滋多萧草 , 故关以萧

名 , 萧者蒿也。”⑥ 即是说 , 萧关所在地一带因

水土气候所致滋生萧草 , 还在萧关古道开通前 ,

当地的萧草就如同其它万物一样 , 枯荣有序 , 后

来在滋生萧草的当地设关建隘 , 所以冠以萧关之

名了 。唐人咏萧关诗作也屡有道及 , “凉秋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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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关道”① , “八月萧关道……处处黄芦草”② ,

黄芦草即蒿草 , 凉秋八月季节已经变得枯黄 。为

了领略和寻觅诗人笔下描绘的景致 , 我们特地选

择了 1997年农历 8月 , 再次踏上了萧关古道 ,

途径今甘肃平凉一带 , 极目所见 , 蒿草遍野 , 与

上述诗人所描述的景致极为相象。尤其是平凉至

三关口一带 , 更是蒿草茂盛 , 农民的庄前屋后都

堆满了蒿草垛 , 以备炊饭取暖之用 。这使我们不

禁感受到 , 时过 2000多年 , 尽管自然环境有所

变异 , 但这里的蒿草茂盛如故 , 从而为我们提供

了 “关以萧名” 的可靠依据。

四　结　　语

本文通过挖掘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两个途

径 , 旨在解决萧关位置问题。从事实上看 , 已经

达到了预期目的 。围绕萧关位置问题基本可以做

结论的有以下数点:

一 、 萧关不在固原东南 30里 , 更不在固原

以北;

二 、 隋他楼县 , 唐萧关县治所在今宁夏固原

西北 180里的同心县东南 , 位于萧关道上 , 故取

萧关为名 , 根本不在萧关故址 , 亦与萧关无必然

内在联系;

三 、 萧关故址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蒿店乡蒿

店至三关口之间 , 萧关时有关城 , 关城西门只能

在今上海 ———伊宁国道 (即今 312国道)里程碑

1841公里另 150米处即三关口西口。此处东距

今甘肃平凉市 31 公里 , 东南距西安市 (经陕西

彬县 、乾县)340 公里 , 西北距宁夏固原县 63

公里 。

① 《全唐诗》 卷 199 《岑参二·胡茄歌送颜真卿使赴

河陇》 。

② 《全唐诗》 卷 140 《王昌龄一·塞下曲》 。

Exploration on the Location of Xiaoguan Pass

Liu Shuyou

(Department of H istory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 Weinan Teachers College , Weinan , 714000)

Abstract:Xiaoguan Pass , const ructed in ancient times and played a dominating ro le in the histo ry

of Chine se m ili tary af fairs , is a st ra tegic pass of vi tal signif icance in the communication lines ex tending

f rom Chang' an to Saiw ai(the nor thern areas to the Great Wall), Northwest , Middle A sian and West

Asian areas.I t is not only an impo rtant military fo rt to shelter Guanzhong(the Central part of Shaanxi

Pro vince)areas , but also a key point in the northe rn st rategic defense sy stems built by Zhongyuan dy-

nasties in the United Pe riod.However , concerning the locat ion of Xiaoguan Pass , researche rs hold

dif ferent view s and cannot reach an ag reement.This paper , on the basis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si te inspection , at tempts to make further prog ress in finalizing its location.

Key words:the location o f Xiaoguan pass;histo rical documents;site inspection;Sanguan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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