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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都通史：五代（前后蜀）两宋时期》是记录从古至今成都这一特定地域范围内文明演进历程
的大型通史著作，涵盖成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方面面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旨在揭示成都
城市文明的基本发展轨迹和主要特点，突出成都城市文明的闪光点，为成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提供思想养料，为成都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来自历史深处的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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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粟品孝，男，1969年3月生，四川大竹县人，汉族，中共党员。
 1987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7年毕业后留系任教。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宋史、宋代蜀学研究工作，长于学术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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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委员会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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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正由于四川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而且在朝廷处理对内对外关系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宋人明确指出：“今海内之蕃域，号为至重者，举莫若吾之全蜀，壤土衍
沃，民俗丰夥，外之则八国种落赖之以绥辑，内之则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
” 其中成都地区经济条件最好，既有大面积的成都平原，又有都江堰灌溉系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人口众多，长期是四川盆地最为优越、最为发达的经济区域。
历史上所谓“沃野千里”、“天府之国”，主要是指成都地区。
虽然早在西汉末年成都已是全国“五都”之一，隋唐也是“西南一都会”，但整个说来，在唐朝中期
以前，成都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还不足与北方的长安、洛阳相比。
伴随中唐以后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成都的发展就日益超过长安和洛阳，成为与扬州并称的经济重镇
，时人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日扬、益”，其中扬州位于南北交通的要冲，往来行人
众多，而成都“人物繁盛，悉皆土著。
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线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
较其要妙，扬不足侔其半”。
唐末五代，中原干戈扰攘，四川地区相对安定，成都地区的经济实力更为突出，“人物繁盛”，学者
指出：“综观五代十国各地情形，成都当为全中国最繁荣之第一大都市，长安、扬州已衰，五代都城
之开封、洛阳，南方盛国之金陵、钱塘殆更非其比矣。
”进人宋代，在长期安定的环境下，成都经济继续繁荣发展。
时人指出：“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
缣缕之赋，数路取赡，势严望伟，卓越他郡。
”其中人口密度非常大，“就户数的多少而论，无论是北宋或南宋，成都府路的户数和口数都占了川
峡四路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以上。
即宋代四川近二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成都府路。
就人口的密度讲，北宋和南宋也都是成都府路为最高。
每平方公里有四五至五七人。
它不但是四川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也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这说明成都地区是宋朝人口最集中的地区”。
人口多少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宋代成都人口的高密度表明其经济发展的高水平。
 三、重要的战略地位 宋代川峡四路虽然远处西南一隅，但相对封闭和险固的地理环境，优越的经济
条件，加之位居长江上游之势，使它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所谓。
蜀远在西南，最要部也”。
具体说来，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四川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分裂割据势力的滋长，因此
统一王朝在这一地区反分裂、防割据的压力很大。
从历史上看，一旦中原政权不稳，四川就极容易出现割据称雄者，两汉之际的公孙述、三国时期的蜀
汉、两晋之交的成汉、东晋末年的焦纵、五代十国时期的前后蜀，都是如此。
可以说，“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不产生独立的割据政权”。
宋朝是结束唐末五代长期分裂局面建立起来的王朝，防止四川等地割据局面的再现，一直是当时统治
者最为警惕的。
特别是，自北宋平蜀之后的最初30多年里，由于统治的失策，四川地区连续发生多起武装反宋的斗争
，其中王小波、李顺起义甚至席卷川峡，公然在成都建立起与宋朝对抗的割据政权，这在历代统一王
朝建立之初都是从来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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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都通史(卷4):五代(前后蜀)两宋时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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