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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土地的历史地理风貌

1．校本部

西安交通大学校本部位于西安市东南郊兴庆宫公园的南面，咸宁西路之南，

友谊东路之北，东临东二环（金花南路段），西接经九路。校园东西宽度为 1538.64

米，南北长度为 1084.432米。

两千多年前，这片土地属西汉王朝上林苑东部地区，是我国古代的皇家园林。

它将宫和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山与水交相辉映，是皇帝经常巡幸游猎之处。西

汉末年，这里的所有建筑遭到了战火的破坏，至东汉时期，这里已成为一片农田。

隋、唐建立长安城后，这里正处春明门内南侧，成为城内最繁华的地段。其时，

城内有六条坡，象乾卦之六爻，而居九四之位的第四条坡就在常乐坊内(今校本

部南区)。因坊曲中盛产美酒，这里又是酒楼、歌妓聚集之地，故这条坡亦名“胭

脂坡”。唐末，长安城屡遭战火焚毁，这里亦成废墟，后复为农田。相传，宋代

这里有一沙铺的官道，故又称“沙坡”。明代，又叫这一坡地为“鲍陂原”。在这

一塬上，大大小小的坟茔比比皆是，似乎这里真是一块风水宝地了，连明秦王府

宦官的墓园也选在塬的西南角的向阳坡上。

1956年，交通大学奉命西迁，在西安市东南郊唐兴庆宫遗址南面选定了校址。

在由建筑工程部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于 1955年 6月 29日测定的《交通大学校址

地形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迁校前夕校园的地貌概况：在校园东南区有一

东西宽约 600米、南北长约 240米、海拔高度 430米以上的小塬高坡地，其最高

点为 437.69米，位塬之东端。今天，交大校医院，学生 16、17舍，以及新建的

浴池就位于这一高点周侧。由江泽民题名的“思源学生活动中心”楼就在这一塬

之南缘，而学生 28、29、30舍则位塬之西缘。在这一坡地北沿有一条大沟，自

南沙坡村口斜向西北方的乐居场村。沙坡人称这条沟为“西畔沟”。其沟岸陡峭，

沟宽 40-80米，深 5-10米，沟底有行车小道，是昔日村民去省城的一条捷径。 今

天，交大钱学森图书馆主楼便坐落在这一沟道之中，其沟当年地势风貌还依稀可

辨。

校园地势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逐渐低下，至校园西北处为最低，其等高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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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02米。校园地面高度差为 23.67米，其间等高线有 7条：(437.69)、430.0、

427.5、425.0、422.5、420.0、417.5、415.0、(414.02)。目前，校园的地势依然是

南高北低，呈慢下坡状。

至于交大家属区的地形却是东北角的二村较高，然后向西至一村、向南至三

村逐渐低下。在二村境内有一南北长约 300米，东西宽约 200米，东北西南向的

椭圆形小土丘，其中心部位海拔高度为 437米，其点比周围地面高出 10米左右，

比咸宁路面高出 17米。如今，二村 18舍就处在这一土丘中心部位，交大附小位

其北坡之上。在这一土丘西北方有一南北长约 176米，东西宽约 80米，深约 5.8

米的椭圆形坑洼地，当地人称作“金瓶洼”，洼内土地肥沃，禾苗旺盛。今天，

这一洼地已不复存在，但二村 40舍第一层楼房仍下居于这一洼地之中，其当年

地貌可略见一斑了。

2．西校区

2000年 4月 17日，陕西财经学院、西安医科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合并。原

两校之地域成西安交通大学西校区。西校区横跨西安市雁塔、新城、莲湖三区，

散布于西安城郊内外，南北跨度 8.6公里。

西校区在汉代同在上林苑内，唐代亦同在长安城内。

二、校园周边的古代遗迹

1．本部校园北面——大唐兴庆宫

校北门外，隔街相望，是唐兴庆宫遗址。这里是我国历史上开元盛世时期的

政治活动中心，是风流皇帝李隆基和杨贵妃居住的地方，也是唐玄宗处理朝政的

地方。据考古钻探：兴庆宫东西宽 1080米，南北长 1250米，面积 1.35平方公

里，比现在北京故宫面积还大。今天的兴庆公园仅为唐兴庆宫的四分之一。盛唐

时期的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楼、通阳门、明义门、初阳门、春明门等大型皇家

建筑群便巍然屹立在兴庆宫南端一线，其气势磅薄、金碧辉煌的景象是可想而知

的。这一建筑群，远远望去，宛如人间仙苑，充分显示了大唐帝国都城建筑艺术

的风采。

今天，走进公园大门，向西北方行百米，便是勤政务本楼遗址。楼址呈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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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东西宽 26.5米，南北长 19米，广五间，进深三间，面积达 500余平方米。

这里是唐玄宗执政的开元、天宝年间，我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的政治活动

中心。当时，百花盛开的盛唐文化，气魄宏大，深厚精深。公孙大娘的舞蹈，念

奴的歌声，王大娘的杂技……给后人留下不少神奇的传说。这些活动都是在勤政

楼前进行的。

2．本部校园东面——长安城春明门及大唐之夹城

唐长安城的东大门——雄伟的春明门城楼遗址就在今天交大商场街与咸宁

路的交点偏东北处。门内是一条东西向的 120米宽的春明门大街。另有一条专供

皇帝从兴庆宫往返大明宫、曲江池间的通道，亦渭之夹城。皇帝出兴庆宫东南角

的初阳门便进入这一夹道。这一夹城墙与长安城东城墙南北平行，中间形成夹道，

宽约 23米，全长 7970米。这一夹道北起今胡家庙北约 200米处，从交大商场街

穿行而过，向南直通曲江池芙蓉园。

大唐夹城是唐玄宗李隆基为往来于两宫时不使百姓窥见其行踪，于开元十四

年（公元 726年）修筑了由兴庆宫北通大明宫的夹城。又于开元二十年（公元

732年）修建了由兴庆宫南通芙蓉园的夹城，专供皇帝往返通行。这正如诗人杜

牧在《长安杂题》一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六飞南幸芙蓉园，十里飘香入夹城”。

3．本部校园西面——大唐东市

校西围墙与唐长安城东市遗址相毗邻。这里是唐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

是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的中心，还是中外各国商人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经济活动的

重要场所。东市南北长 1000余米，东西宽 924米，面积为 0．92平方公里。东

市的四周，每面各开二门，四面共有八门，门内各有 30米宽的街道，全局呈井

字型。东市的工商业，按门类多达二百二十行，其经营都具相当规模。据《唐国

史补》记述：一次，唐德宗召见吴凑，命为京兆尹，要他立即上任。吴凑赶紧骑

快马请客，待客人到府，酒筵已经摆好。当时三、五百人的大筵席，立等可办，

其经营规模可谓非常之大矣！

东市究竟有多少工商户？据日本僧人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卷四载：“武

宗会昌三年（公元 843年）6月 27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

二行四千余家。”依此推算，东市该有工商户七万三千多家。

东市内设有市局和平准局，对市场进行交易管理。对伪劣品出售者，一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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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对使用的斗、称等度量器物，要进行检验；对私人所造之器物，必保质量，

并题姓名，才准出售。此二局的设立，即可调节物价的涨落，稳定市场的运作。

东市的四周各有 122米宽的场地供交通运输及其车马停靠使用。

今天，大唐东市东面两座华丽的大门以及市东的停车场地就坐落在我们西安

交通大学本部的西部地区。

4．本部校园南面——乐游原与青龙寺

校南门外，紧邻为靖恭坊，次南便是唐长安城登高之处——乐游原和青龙寺

遗址了。大诗人白居易的新昌故居就在青龙寺的北门外。

乐游原为一隆起的高地，因汉宣帝以此为乐游苑，并置乐游庙，故名。这里

地势高耸，登原远眺，长安城之内，俯视如掌。

5．西校区

西校区周边古代遗迹：东有慈恩寺、大雁塔，西有朱雀大街、明德门，均在

大唐长安城内。

财经东校区位于古都西安大唐佛教胜地慈恩寺西侧 350米处、唐长安城晋昌

坊的西南部。

大慈恩寺，本隋之无漏寺，地处晋昌坊东半部分。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

64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高宗李治为太子时，为追念亡母文德皇后，以报慈母

恩德而建“慈恩寺”。寺内重楼复殿，琼宇精舍，共十三院，房屋一千八百九十

七间。寺建成后，便迎请玄奘法师（即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唐僧）移住寺中

东院翻译从印度取回的梵文真经。永徽三年（公元 652年），玄奘仿照印度建筑

形式，建造了一座五层佛塔，高 180尺，砖面土心，不能攀登。公元 701年，重

建为十层，并改空心，沿台阶可登塔顶。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 752年）后，

又成七层，塔高 64米。唐诗赞曰：“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蹬

道盘虚空”。这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代建筑，古代文人“雁塔题名”之处，今天

又作为古都西安的象征，还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无疑使交大校园如锦上

添花，异常风采。

医学校区与财经西校区座落于今西安南郊长安路与含光路之间，古今的朱雀

大街从中南北穿行而过，起于盛唐建筑大雁塔的雁塔西路（又称纬二街），自东

向西穿梭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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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大街北起朱雀门，南出外郭城的明德门。古时长安城由长安、万年（后

称咸宁）两县分治。两县以朱雀大街为界，街之东属万年，街之西隶长安。该街

宽阔而笔直，是贯通长安城南北的一条中心主干大街。据考古实测，此街唐时南

段宽度为 155米。街之东西两侧有两条水沟，沟宽 3.3米、深 2.1米，沟内流水

潺潺，常年不断。沟之两侧栽植有行道树，其叶密荫浓，处处绿槐夹道，一片郁

郁葱葱，使得宏伟的长安城更加秀丽壮观。

医学校区向南，沿朱雀大街 1100米处，便是唐长安城的南大门——明德门

遗址。明德门是长安城外郭最大的一座城门，亦为长安城之正门。此门东西 52.5

米，南北 16.5米，门下有五个门洞，中间一个门道为御道，两侧四门道则供行

人通行。

财经校区西区、医学校区教学区地处唐长安城万年县境内开明坊南部。开明

坊内，东西尽郭，率无第宅。耕垦种植，阡陌相连，是为大菜园区。

第二医院和口腔医院座落于唐长安城宫城内东宫的中心部位。东宫亦称春

宫，为皇太子居住之地。

第二医院动物饲养场，位于市北郊青门村 75号。青门为汉长安城东墙南门，

本名霸城门，俗称青门。相传，这里为西汉初邵平种瓜处。据《史记》卷五十三

记载：秦始皇封邵平为东陵侯（今灞桥东有一地仍叫邵平店），掌管秦东陵事务。

秦亡后，邵平为布衣，汉丞相萧何邀他在汉政府任职，不从，在青门外种瓜为生。

他种的瓜甘美可口，最大达百斤以上。后被汉高祖刘邦无意中封为“瓜王”。死

后葬此，人称“瓜王冢”。每逢种瓜季节，凡来西安的瓜客，必先备上香蜡纸裱

之类到冢前祭祀一番。公元 1993年前，“瓜王冢”被夷平，冢前清代墓碑亦不知

去向。这是一汉代遗址区域，西汉“瓜王”历史典故出处。

三、校园大地上的古代建筑

1．大唐勤政务本楼广场（唐代的“天安门”广场）

(1) 中国历史上开元盛世时期兴庆宫政治活动中心的形成

据史书记载：唐玄宗李隆基当太子时，就住在长安城东部的隆庆坊内。他的

几个兄弟所住的宁王宅、薛王宅、岐王宅、申王宅也都在这里，时称“五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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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712年，李隆基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接受了四王子的上书，将其四宅迁出，

再将旧宅改建为宫。因旧宅地处隆庆坊，为避玄宗李隆基之讳，遂改名为兴庆坊、

兴庆宫，并于开元二年(公元 714年)完成了改建工程。开元八年(公元 720年)，

在宫之西南隅又建造了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前者取“勤于政事，励精图治”

之意，后者取自《诗经》“棠棣”篇，意即花复萼，萼承花，互相辉映之意，以

象征兄爱弟，弟敬兄，兄弟亲爱相扶。

起初，兴庆宫还只是一座离宫，唐玄宗只是偶尔来这里游赏；随后，玄宗想

把这里作为处理朝政和居住之地。为了彰显大唐国威，兴庆宫必须修建得更加豪

华壮丽。于是在开元十四年(公元 726年)，唐政府下令把永嘉和胜业两坊各半并

入，向北向西扩大了兴庆宫，并且作了朝堂，筑了宫城。为了皇帝往返于两宫之

间的方便和安全，同年，又修筑了至大明宫的夹道及东出兴庆宫的初阳门。这些

工程完成之后，李隆基便于开元十六年(公元 728年)移杖于兴庆宫听政，百官亦

每早改到兴庆宫上朝。从此，中国的政治活动中心便从大明宫移到了兴庆宫。

(2) 为显盛唐国威，玄宗再次扩建广场

据考古探测：自兴庆宫第一次西扩后，虽未并人胜业坊之半，但在西宫墙与

胜业坊之间却形成面积近 9万平方米的南北向长方形广场。这里是可以进行各种

大型娱乐活动的，如正月十五的灯节和八月五日的玄宗生日——千秋节。但作为

国家举行大典的勤政务本楼前，仅有 120米宽的春明门大街就显得不敷使用了，

且楼前视野也不够开阔。于是，在开元二十年(公元 732年)十二月三日，唐政府

下令削去东市东北角，再削去道政坊西北角。这样以来，在勤政楼前正南方便出

现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场地，再连同花萼楼前场地，其总面积可达 20余万平方米，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广场。按其作用，勤政楼就相当于今天北京天安门，

其广场就相当于今之天安门广场。同年，唐政府又修建了兴庆宫至曲江池大唐风

景区的夹道，使这里的国家政治中心地位更显突出。

(3) 唐政府在广场进行的重要活动

据史料记载，这一广场是唐玄宗颁发诏令、改元、举行国宴、会见外国使节、

文官的诗赋考试和欢送将帅出征等重要大典活动的主要场所。

据《明皇杂录》载，皇家宴会场面都很盛大。其时，唐明皇与杨贵妃幸驾楼

上，金吾兵士身披黄金甲，短衣绣袍，盛列旗帜，陈仗而立；太常设乐，诸蕃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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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就食。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还令宫女数百，

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击鼓起乐。又引数百匹大象、犀牛、舞马入场

为戏，热闹非凡。

每逢正月十四、十五、十六的长安灯节，全城取消“夜禁”，长安人来到勤

政务本楼广场夜游观灯，尽情欢乐，出现了“月色灯光满帝都”的盛景。市上彩

灯纷呈，游人如织。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所制的百枝灯笼，高达 80多尺（依

唐尺约合 24.8米），光芒百里之外可见。唐玄宗也命人制了 150尺（依唐尺约合

46.5米）的超大灯楼，更显富有，更显豪华。正如唐诗所绘：“花萼楼前雨露新，

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街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岁春”。全诗生动地描述了长安

城勤政务本楼广场上灯节、灯会的场面。

有一年元宵节，唐玄宗为了体现国泰岁丰的盛世景象，在勤政务本楼举办歌

舞表演。这时，衣着锦绣、雍容华贵的文武百官和王子千金都相继来到勤政楼下，

在两侧搭台观赏。为了与民同乐，不少长安老百姓也可来到楼下观看歌舞。当时，

有不少女歌唱家都在勤政楼献过艺。据《乐府杂录》记载：开元年间，玄宗在勤

政楼亲点宫廷名歌手许永新独唱，但楼下成百上千的观众人头攒动，喧哗嘈杂，

玄宗、贵妃看不好，听不清，就召她上楼歌唱。著名女歌手念奴也曾上楼独唱。

但有时，楼下百姓太多，皇家禁卫军“白棒雨下”，也不能制止。高力士想出一

条妙计：在勤政楼广场上，用石灰划一条线，并树一牌：“逾此者死！”，没人再

敢越过此线了。这些广场上的故事都已记入了史册。

公元 742年 2月，唐玄宗在此宣布改元为天宝。

据《唐会要》载，天宝十三年(公元 754年)十月一日，玄宗来到勤政楼，对

四科举人进行诗赋考试。

公元 755年，安禄山叛乱，唐玄宗便在勤政楼广场任命荣王李琬为讨贼大元

帅，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并赐宴与之饯行。后任命哥舒翰为元帅时，也在此

举行了隆重的送行仪式。

但这一国家级广场，在安史之乱后不久，便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今天交大校园西北部(包括校北大门及行政楼一带)就坐落在这一广场的南

部。交大人将永以校园内有这一古代“天安门”广场遗址而引以为荣。

2．大唐长安城的道政坊、常乐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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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城是大唐的国都。全城东西向十四条大街，南北向十一条大街，总共

二十五条大街相互交错，极为整齐。以此形成居住区域的坊（里）布局，极像围

棋盘上的方格，也正如白居易诗中所描述的那样：“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

种菜畦。”唐代称此行政区域为坊，或“坊”、“里”并称。唐初，全城 108坊，

后增为 110坊，开元后又减到 109个坊了。唐长安城面积为 84平方公里，比明

清北京城大 1.4倍（北京为 60平方公里）。

西安交大校园正位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道政、常乐两坊的旧址上。

道政坊在北，常乐坊次南。两坊东西宽度为 1025.2米。道政坊南北长 500

米，常乐坊则为 544米，两坊问街宽 44米。坊的四面各开一门，门上题有坊名。

坊门与坊内十字大街相通，十字街宽 15米。坊门皆有门扉，由专职门吏掌管，

负责早晚按时启闭。坊的四周，环筑有坊墙，均为夯筑土墙。坊墙基厚度为 3

米左右，墙外 2米处筑有水沟，沟外为街树，其叶密荫浓，人们可乘凉去热，其

古长安城的秀丽风貌就可想而知了。

今天，交大整个校园、交大一村、交大附中、南洋大酒店(原化工学院)以及

皇甫庄、南北沙坡村均位于这两个坊范围之内，而交大二、三村则位于长安城之

外。

3．校园土地上曾出现过的寺观建筑

据载，在校园范围内有隋、唐时期的庙宇六座、道观三座、阁楼一座。

(1) 护持寺：这是道政坊内一座隋代寺院，位于坊西北部，隋炀帝大业七年

(公元 611年)废，仅存二、三十年。

(2) 赵景公寺：位于常乐坊西南隅，本为隋弘善寺。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

583年)，独孤皇后为父赵景武公独孤信所立，开皇十八年(公元 598年)改名赵景

公寺。其遗址在今校西南区宪梓堂一带。

该寺座北朝南，门外有眼八角井，门内有画圣吴道子的壁画。画中鬼神、天

王，其笔迹如铁，窃眸欲语，有呼之欲出之感。正如唐诗段成式的《游长安诸寺·

常乐坊赵景公寺·吴画联句》所描述的那样：

惨澹十堵内，吴生纵狂迹。

风云将逼人，神鬼如脱壁。

(3) 灵花寺：位于常乐坊南门之西。隋文帝开皇六年(公元 586年)大司马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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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舍宅为寺，寺西北角还有观音堂一座。其遗址在校南区思源楼东南方。

(4) 宝应寺：位于道政坊东北角，唐代宗时宰相王缙府第。大历四年(公元

769年)，缙溺于释教，以妻疾请舍宅为寺，代宗嘉之，赐以题号。

(5) 楚国寺：在慈恩寺的西面、唐晋昌坊的西南隅，即今财经东校区内，曾

有一座楚国寺，原为隋之兴道寺。唐高祖李渊起义并州，第五子李智云在京为隋

留守阴世师所害，后追封为楚哀王，故立寺曰楚国寺。其寺水竹幽静，类于慈恩。

《寺塔记》云：“寺内有楚哀王等身金刚像，哀王绣袄半袖而立。”寺内还有一放

生池。

(6) 崇恩庙： 医学校区学生区、第一医院则位于长安县境内道德坊。在坊

东南隅，今学生区内，还有一废崇恩庙，以祀武氏祖宗。

(7) 澄虚观与开元观：道德坊内有隋时澄虚观、唐时开元观两所道观，并先

后为隋文帝之孙秦王浩宅、唐中宗四女长宁公主宅、唐睿宗九女金仙公主宅。这

些公主、王孙住宅还一度改为道士观、女冠观。公元 772年，改为开元观。

(8) 洞灵观：在常乐坊灵花寺之西。

(9) 天王阁：位于春明门内侧，其形高大，为当时之最。建造仅五、六年后，

于大和二年(公元 828年)移至长安城大兴善寺内。

4．唐东宫与左藏库

东宫南北长 1492.1米，东西宽 832.8米。其遗址北起今西安北关自强东路以

北，南至西五路以南；东自革命公园西侧，西至北大街。东宫的建筑，十分华丽。

显德殿（后称明德殿）为东宫正殿，是皇太子接见群臣和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地

方。今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正位居唐东宫的中心位置。

今交大口腔医院大楼正处宫城左藏库位置。左藏库是唐政府国库之一，其掌

钱帛、杂彩、天下赋调，并置令丞管理。

四、校内土地上居住过的历史人物

隋、唐时代的这块土地，星光璀璨，人才济济，一个个风云人物在此留下了

许许多多光辉的历史足迹。据文献记载和墓志资料显示：在隋大兴城、唐长安城

东宫内，道政、常乐、道德三坊内居住过且可稽考者，约有四十余位人物，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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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望者二十余人：有隋、唐两朝开国皇帝的岳父；有唐太宗李世民；有隋、唐六

位太子；有唐代三、四位公主；有唐代五位宰相和众多的将军、尚书等文武大臣

（其中包括叛将安禄山）；还有大诗人白居易都居住在校园大地上。

1．隋代

(1) 隋文帝杨坚之岳父、文献皇后之父独孤信寺院，位常乐坊西南角。

这所寺院是隋文帝文献皇后为纪念其父独孤信所立。

独孤信（503-557），西魏大司马、八柱国，是一位鲜卑族的上层人物。他生

有六子七女，长女是北周明敬皇后，四女（追封）为唐元贞皇后（即高祖李渊之

母），七女乃隋文帝杨坚文献皇后独孤伽罗。三朝国丈，自古少有，故史学界称

其为中国第一老丈人。

隋文帝登基后，追封岳父独孤信为赵国公，邑一万户，谥曰景，故其寺院亦

名赵景公寺，为隋唐时期著名的皇家寺院。

1981年，陕西旬阳县城东门外出土一煤精组印，现被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

并在魏晋南北朝展室陈列。这枚印章由二十六个多面体组成，印高 4.5厘米，重

75.7克。它的主人便是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第一老丈人独孤信。

1997年 3月，在我校西南区工地出土大柱础石三个，镌有唐文宗年号的碑

石一通。按历史地理位置，此当为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常乐坊西南隅的赵景公寺

的建筑遗迹。

据《汉唐论坛》网站消息（2008.1.14）：在咸阳机场跑道下曾发现独孤信墓

葬及其墓志铭。其墓志铭曰：公姓独孤，讳信，字期弥头，河南洛阳人。公元

557年 3月薨于长安。时年五十四，谥曰戾，4月葬石安北原。

(2) 唐高祖李渊之岳父、窦皇后之父窦毅，其府位常乐坊南门之西。

窦毅(519—582)：隋大司马。隋开皇初，为定州总管。其次女嫁李渊，是为窦皇

后。

(3) 杨勇（？—604）：

隋文帝杨坚长子，公元 581—600年为太子，居东宫 19年。

(4) 杨广（569—618）：

隋代第二帝，即隋炀帝。公元 600—604年为太子，居东宫四年。公元 604—618

年，在位十四年。即位后，即大兴土木，并开掘运河。各地起义不断，后被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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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缢杀。

2．唐代

(1) 李建成（589—626）：

唐高祖李渊长子。武德元年（618年），立为太子。

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被其弟李世民所杀。当太子时住东宫，居东

宫 8年。

(2) 李世民（599—649）：

唐代第二帝，即唐太宗，李渊次子。

唐武德九年（公元 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取得了太子

位。八月九日，太子李世民在高祖李渊逊位后，即在显德殿举行登基仪式，是为

唐太宗。当时，李世民亦在此殿听政。直到贞观三年（公元 629年）四月，太上

皇李渊由太极宫徙居大安宫后，他才离此去太极宫主政。但后来，唐太宗李世民

仍日引诸卫将率数百人习射于显德殿庭上。

公元 626—649年，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史称“贞观之治”。他在东宫居住

并执政三年。

(3) 李承乾(618—645)

太宗李世民之长子。公元 626年 10月立为太子，643年 4月废，居东宫 17

年。

(4) 李治（628—683）：

唐代第三帝，即唐高宗，李世民第九子。公元 643—649年为太子，居东宫

6年。公元 649—683年，李治在位共三十四年。

(5) 唐高祖李渊之六女长沙公主，其府第在常乐坊十字街之东。公主始封

万春，下嫁豆卢宽子怀让。其子豆卢逊墓志载：公元 659年卒于常乐里第。

(6) 唐中宗李显四女长宁公主：

生母韦氏皇后，嫁杨慎交。公元 728年，杨卒，改嫁苏彦伯。住长安道德坊。

(7) 唐睿宗李旦次子申王撝，其王府在道政坊北门之西，原侯君集宅内。

李撝 (?-724)：本名成义，玄宗之二兄。睿宗即位，进封申王，迁左卫大将

军。玄宗时，官司徒。死后陪葬睿宗于桥陵。

(8) 唐睿宗李旦九女金仙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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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712年，公主出家为道士，住长安道德坊道观内。

(9) 唐肃宗李亨之三女和政公主，其府第在常乐坊南门之东。

和政公主：章敬皇后吴氏生，与代宗同母。三岁母亡，养于韦妃，后下嫁柳

谭。昔日，丈夫之嫂乃杨贵妃之姊，其势幸倾朝野，然公主从未循以私情。安史

之乱起，京师陷贼。因二姐寡居，遂让其姐骑马，她与丈夫步行，日行百里，逃

荒异地。途中，丈夫寻找柴水，公主烧火做饭。后随玄宗至蜀，曾助丈夫平郭千

仞叛变。肃宗时，又出私财助军费。肃宗有病，主侍左右不辞劳苦。代宗时，屡

陈民间疾苦及政事。公主性敏惠，持身俭素，亲自缝补衣裳。子女穿着极简，一

生不取公财。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书之《和政公主碑》云：公主薨于常乐坊之私

第。

(10) 隋文帝杨坚之孙秦王浩，住道德坊内。

(11) 唐太宗贞观年间宰相、兵部尚书侯君集，其相府在道政坊北门之西，

后为申王府。

侯君集(?-643)：豳州三水(今甘肃宁县)人。累从太宗征战，参与谋划玄武门

之变。贞观四年，以兵部尚书参议朝政。九年，副李靖平土谷浑。曾以行军大总

管率军平定高昌，后与太子承乾谋反被杀。

(12) 唐高宗永徽年间宰相张行成，其相府位道政坊南门之西第一家。

张行成(592-658)：定州义封(今河北安国)人。贞观时，拜殿中侍御史，纠劾

不避权戚，并常参议大政。永徽间，任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卒于尚书省舍，

年六十有七。

(13) 唐高宗永徽年间宰相、中书令来济，其相府在常乐坊十字街之东。

来济(610-662)：扬州人。举进士，曾撰《晋书》。永徽六年迁中书令、检校

吏部尚书。卒于抗击突厥入寇之战中。

(14) 唐代宗广德年问宰相王缙，其相府位道政坊东北角。

王缙(700—781)：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唐代诗人、画家王维之弟。广德二

年拜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曾一度出任河东节度使，两年后归朝，复任宰相。缙

素奉佛，不茹荤食肉，晚节尤谨。妻死，以道政里第为佛祠（公元 769年)。代

宗嘉之，赐以题号《宝应寺》。

(15) 唐德宗建中年间宰相关播，其相府位常乐坊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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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播(709-781)：卫州汲(今河南)人。天宝进士，精通佛学。贞元初为检校尚

书左仆射，后迁兵部尚书。建中三年(782年)拜相。卒年七十九岁。关相国死后

六年，白居易住进了相府的东亭。

(16) 大诗人白居易，卜居在常乐坊关相国府的东亭。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

西渭南东北)。公元 803年，授秘书省校书郎，在长安城常乐坊租关相国府东亭

而居之，成为他在长安城的第一故居，并在此作了《养竹记》这一著名篇章。

1996年 4月 8日，在西安交通大学百年华诞之际，重建之东亭已屹立于校园大

地上。

(17) 唐工部尚书刘知柔，其宅在道政坊东门之北。

刘知柔：唐史学家刘知几之兄。历荆、扬等州地方官及工部尚书、东都留守

诸职。

(18) 唐罗国公张平高，住在道政坊南门之西第二家。

张平高：绥州肤施(今陕西延安)人。隋末参预李渊太原起兵，累功至左领军

将军，封萧国公，死后追封为罗国公。

(19) 唐镇国大将军王荣、左龙武将军梁约住道政坊。

(20) 唐辅国大将军兼左骁卫将军、御史中丞马实住常乐坊。

(21) 唐德宗时将军尉迟青、寿州刺史郭敬之(名将郭子仪之父)住常乐坊十字

街之东。

(22) 叛将安禄山也曾在道政坊内住过。天宝九年(公元 750年)，迁居亲仁坊

新宅。

安禄山（？—757）：胡人，曾任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有众十五万。

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年)冬，起兵范阳叛乱，攻洛阳，克潼关，并命部下入长安，

大肆杀掠。至德二载(公元 757年)春，被其子庆绪夺位杀死。

五、校内文物出土点（区）介绍

今天，西安交通大学校园（本部）位于汉长安城东南 10公里的上林苑东部

地区，隋大兴城、唐长安城东大门——春明门内南侧的道政、常乐二坊的旧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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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西安府城东南 1．5公里的鲍陂塬北侧。这里保存着大量的自汉代以来两千余

年间的史迹遗存。这在全国高校内保留如此多的、历史久远的古代遗迹是绝无仅

有的。纵观之，我国的高校北大、清华所处之地，是明代才建成了北京城，上海

这一新兴城市就无与伦比了，外国高校就更相形见绌了。校园内现有文物出土点

(区)共九处，现以出土时间为序，介绍如下：

1．唐熏炉、银碗出土点：

1963年春，在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南交大化工学院内出土一批唐代金银器，

共计 15件。其中熏炉 4件，银碗 2件，银杯 4件，银壶 1件，粉盒 1件，其它

银器 3件。

这是解放以来发现的唐代银器中的精品，原存西安市文管会，后转藏北京。

其一部分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部分在故宫博物院。

2．唐套装银盒出土点：

1979年 9月 24日，在校园西北侧无线电厂建房时，出土三件套装在一起的

唐代银盒：都管七国六瓣银盒、鹦鹉纹海棠形圈足银盒、龟背纹银盒。

最后一枚盒内装有水晶珠两颗、玛瑙珠一颗。这是兴庆宫皇家遗物，存西安

市文管会。

3．唐白玉头钗花饰出土点：

二十世纪 80年代初，在交大一村西部建住宅楼时，出土唐代玉器 6件，其

为叶形片状两面雕刻的白玉头钗花饰，此为兴庆宫皇家妇女遗物，现存西安市文

管会。

4．唐梵文咒语石碑出土点：

1985年，交大在建钱学森图书馆大楼时，出土一通梵文(古印度文)咒语石碑。

碑上横书古梵文七行，碑面中央镌以佛家法器图形，四侧饰以卷云纹图案。居民

立于屋前，用以驱鬼降妖，保佑平安。这亦是唐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碑

存校档案馆。

5．西汉御史大夫、太子太傅萧望之墓葬区

1987年 4月初，交大附小建教学楼时，发现西汉壁画墓一座，在主墓室内壁

上绘有中国最早的二十八宿彩色古天象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墓内还

出土了昭明铜镜、釉陶壶等铜、铁、陶、玉、蚌器数十件，均藏校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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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献考证：这座西汉壁画墓的墓主人是萧望之，他是西汉宣帝时的御史大

夫，主弹劾纠察，并掌管重要文书图籍。俟后，改任太子太傅，成了汉元帝的老

师。甘露三年(公元前 51年)，曾主持石渠阁(汉代的皇家图书馆)会议，是为我国

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图书馆会议，且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悉，在我国海上丝路源头——福建泉州，人们在此建庙（祖庙称富美宫）

供奉着一位“萧太傅”之主神位。萧太傅的信仰，亦随着先民移居海外，亦同时

传入台湾，港澳、菲律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地，仅台湾一地就有分庙

两千余处。

近悉，福建厦门有萧氏家庙，其祖先亦是萧望之。台湾国民党副总统提名人

萧万长还来家庙认祖，并题写匾额“兰陵世家”。《汉书》卷七十八就这样记道：

“萧望之，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这样一位历史上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

展作出过贡献的人，他的墓的发现，以及壁画墓中两千多年前全国最早的古天象

图的再现，都是我校校园历史文化上的一件大事。

6．明秦王府宦官墓葬区

1997年 3月以来，在校西南区先后发现明代西安鲍陂塬秦王府宦官墓葬区墓

志铭并盖七合。其墓主人分别是：秦王府承奉副邹原，典宝正任伦，典宝张义，

门副施琮、魏浚，门官郭鍧，中官杨春。墓志铭并盖现藏校档案馆。

明太祖朱元璋封次子朱樉为秦王，镇守西安，府第称秦王府，其旧址在今省

人民政府及新城广场一带。

7．唐开成残石、柱础石出土区

1997年 3月 21日，在校园西南区工地发现大柱础石三个，残碑石一通，石

座一方。碑石侧面镌有“开成元年十二月二十日立”十一个楷书大字。“开成”

乃唐文宗李昂的年号，是为公元 863年。按地理方位，此处当为隋大兴城、唐长

安城常乐坊西南隅的赵景公寺的建筑遗迹。

8．虾蟆陵墓葬区

1998年 10月 25日，交大修建浴池时，发现一中型砖砌汉墓，其墓室座北朝

南，南北进深 6.3米，东西宽 2.32米，高约 2.7米，距地表 9.24米。墓室外有一

耳室，墓室内淤泥充塞并有盗洞，未发现有遗物存留。

据考证：这一墓葬就是历代文献记载中的虾蟆陵遗址。“自言本是京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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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虾蟆陵下住”，白居易《琵琶行》中这一诗句使虾蟆陵名扬于天下。虾蟆陵

古址今何在?宋人《长安志》云：“(常乐)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亦呼为虾蟆陵。(位)

在(万年)县南六里。”元人《类编长安志》又曰：“兴庆池南胭脂坡(今沙坡)大道

东有虾蟆陵。”这就把这一古址的方位定在了常乐坊内十字大街的东面。据沙坡

老农回忆，在沙坡村西高坡上曾有一大冢。交大校址地形图上，在东南区也曾有

一大土包。经测距：上述文中的“大冢”、“土包”与文献记载中常乐坊大冢的方

位正相吻合。这就是说，今天校医院南侧所发现的古墓葬就是历代文献记载中的

虾蟆陵遗址无疑矣!

9．宋代八卦坛子出土点

2005年 10月 25日晚，在交大教学主楼东侧三米深的地下土层中挖出陶质

坛子。坛高约 40厘米，口径 30厘米，坛身画满八卦，可能为宋代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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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

我交通大学自东海之滨迁至我国十三朝古都西安，其本部校址又选在盛唐兴

庆宫之南。两千年来，在这片土地上，星光璀璨，人才济济，一个个风云人物留

下了许多光辉的历史足迹。汉御史大夫、太子太傅萧望之就长眠在我校二村的土

地上。他不仅主持了我国第一次图书馆会议，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作出过卓越的

贡献，还在我国南方民间作为主神萧王爷来建庙祭祀，其影响力极其深远。萧太

傅信仰也早已传入台湾、港澳及东南亚各地，仅台湾一地就有分庙 2000多处。

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代英主唐太宗登基处，有风流天子李隆基和杨贵妃生活与执

政处（这里也是我国开元盛世时的政治活动中心），还有大诗人白居易在长安城

的第一故居——东亭。这里有我国历史上开元盛世时的勤政务本楼国家广场，有

唐代国际贸易中心市场——东市，还有大唐长安城东大门——雄伟的春明门城

楼。这里还是历史文化名地虾蟆陵和胭脂坡的旧地，又是大唐两种名酒的产地。

今校园内，两千年来的史迹遗存有九处之多，出土文物四、五十件，其文化背景，

深远而宏伟，实为中外高等学校校园所罕见！真可谓之一所世界文物大校矣！

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历史

研究与开发课题组 孙民柱 执笔

2008年 2月 16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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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附图五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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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有关校园史迹的诗词选萃（二十八首）

（一） 大唐兴庆宫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广场

（该广场建于公元 726——732年，面积约二十余万平方米，位于勤政务本

楼遗址西面与南面，南面包括我校园西北一带,即老行政楼以西地域。）

[唐]李隆基

今年通闰月，入夏展春晖。

楼上风花媚，城隅赏宴归。

[唐]张说

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

龙衔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岁春。

[唐]张祜《千秋乐》

八月平时花萼楼，万方同乐奏千秋。

倾城人看长杆出，一伎初成妙解愁。

[唐]王涯《九月九日勤政楼下观百僚献寿》

御气黄花节，临轩紫陌头。早阳生彩仗，霁色入仙楼。

献寿皆鸳鹭，瞻天尽冕旒。菊樽过九日，凤历肇千秋。

乐奏薰风起，盃酣瑞影收。年年歌舞度，此地庆皇休。

[唐]刘宴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轩妙入神。

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

[唐]无名氏 《宫词》

花萼楼前春正浓，蒙蒙柳絮舞晴空。

金钱掷罢娇无力，笑倚栏杆屈曲中。

[唐]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唐]白居易《勤政楼西老柳》

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

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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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杜牧《过勤政楼》

千秋佳节空名在，承露丝囊世已无。

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明]洪贯《唐宫词》

花萼楼连务本楼，五王文采尽风流。

不知疑碧池头宴，落尽官槐一树秋。

（二）长安城之唐夹城

（建于公元 726——732年，从我校交大商场街穿行而过。）

[唐]杜甫《秋兴》

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

……

[唐]杜甫《乐游园歌》

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

……

[唐]杜牧《长安杂题》

南苑芳草眠锦雉，夹城云暖下霓旄。……

六飞南幸芙蓉园，十里飘香入夹城。

（三）长安城之常乐坊（里）

（隋、唐长安城一坊名，称“坊”或“坊”、“里”并称，位于今校园本部

南部地区及沙坡村一带）

[唐]白居易《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

帝都名利场，鸡鸣无安居。

独有懒慢者，日高头未梳。

工拙性不同，进退迹遂殊。

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

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

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

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

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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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

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

勿言无知己，躁静各有徒。

兰台七八人，出处与之俱。

旬时阻谈笑，旦夕望轩车。

谁能雠校间，解带卧吾庐。

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

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

（四）常乐坊之赵景公寺

（原位长安城常乐坊之西南隅，即今西安交通大学宪梓堂一带。）

[唐]段成式《游长安诸寺·常乐坊赵景公寺·吴画联句》

惨澹十堵内，吴生纵狂迹。

风云将逼人，神鬼如脱壁。

（五）常乐坊之虾蟆陵（下马陵）

（位长安城常乐坊十字大街之东面，今西安交大本部校医院南侧。）

[唐]谢良辅《忆长安》

忆长安，腊月时，温泉彩仗新移。

瑞气遥迎凤辇，日光先暖龙池。

取酒虾蟆陵下，家家守岁传卮。

[唐]皎然《长安少年行》

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

纷纷半醉绿槐道，蹀躞花骢骄不胜。

[唐]白居易《琵琶行》（节选）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

[明]唐寅《函关雪霁》

函关雪霁旅人稠，轻载驴骡重载牛。

科斗店前山积铁，虾蟆陵下酒傾酒。

[清]葛紫中《南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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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夜，长安路，虾蟆陵下可曾住？

[民国]弘一大师《赠语心楼主人》

天末斜阳淡不红，虾蟆陵下几秋风？

[今]启功《题琵琶亭楹联》

红袖夜船孤，虾蟆陵边，往事悲欢商妇泪；

青山秋浦别，琵琶筵上，一时枨触谪臣心。

（六）兴庆池南之胭脂坡

（位今西安交通大学本部校医院至宪梓堂一带）

[唐]李长源

薄游却忆开元日，常逐春风醉两坡。

[宋]苏轼《百步洪》

不学长安闾里侠，貂裘夜走胭脂坡。……

[元]商左山

少陵野老吞声哭，不到胭脂翡翠坡。

附：古胭脂坡遗址简介

胭脂坡，我国古代一地名，位于大唐长安城兴庆宫之南常乐坊内。其坡东端

有一闻名遐迩的虾蟆陵。白居易《琵琶行》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

住。”之佳句，此琵琶女教坊住地也。唐诗还有“翠楼春酒虾蟆陵”、“取酒虾蟆

陵下”之诗句。因坊中盛产美酒，又有酒楼，这里又是唐代教坊歌伎聚集地，故

有胭脂坡之名。到了宋代，这里有一沙铺的官道，遂称沙坡。明代，秦王府宦官

墓园墓志铭曰“鲍陂原”。

今天，这一古坡（塬），位于西安交通大学本部校园南区，东西寛约 600米，

南北长约 240米，海拔高度 430米以上，最高点 437.69米。其坡东起校医院东

侧，西至学生 28-30舍西侧，顶部遗迹在江泽民题写的“思源学生活动中心”楼

北侧，现为交通大学新建一景区——古胭脂坡遗址。

（七）有关西校区大雁塔、慈恩寺之诗词选：（此地距财经东校区仅 350米）

[唐]章八元《题慈恩寺塔》

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

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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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

落日凤城佳气合，满城春树雨蒙蒙。

[唐]岑参《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连山若波涛，奔走似朝东。

青松夹驰道，宫观何玲珑。

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

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 ……

[唐]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

西安交大校园历史研究与开发课题组 孙民柱辑

二 00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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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有关校园史迹的考证文章篇目

一、白居易常乐里东亭故居地考证

[孙民柱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 1期，84-86页]

（一）白居易在唐长安城常乐坊踪迹考；

（二）常乐坊（含道政坊）位置范围考；

（三）西安交通大学校园正居常乐、道政二坊之地；

（四）东亭翠竹又逢春。

二、西安交大校园西汉壁画墓及其墓主人考证

[孙民柱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 2期，83-87页]

（一）西安交大校园西汉壁画墓

1、概况；2、发掘；3、时代；4、方位。

（二）西安交大校园西汉壁画墓的墓主人考证

1、地理位置的巧合；

2、死亡年令的吻合；

3、墓葬风俗的投合；

4、渊源关系的契合。

三、白居易与交大虾蟆陵

[孙民柱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 2期，90-94页]

（一）白居易江州巧遇琵琶女

（二）千古名作《琵琶行》的诞生与影响

（三）“虾蟆陵”古址今何在？

1、历史文献的记述；

2、常乐坊位置范围考；

3、西安交大校园南区以及沙坡村正居常乐坊之旧地；

4、老农忆地貌，村西有大冢；

5、校址地形图，塬头有土包；

6、“虾蟆陵”古址方位的确定。

四、董仲舒墓址辩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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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民柱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 3期，169-182页]

此文中，笔者根据文献记载和实际考察，否定了“西安交通大学董墓”说和

“和平门城内董墓”说，肯定了董仲舒陪葬茂陵的说法。

（一）文献中记载的董仲舒墓；

（二）令人困惑的虾蟆陵；

（三）和平门内伪造的“董子墓” ；

（四）茂陵董仲舒墓。

附：白居易在东亭所撰《养竹记》全文

养竹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

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

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

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

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

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

明日，履及于亭之东南隅，见丛竹于斯，枝叶殄瘁，无声无色。询于关氏之

老，则曰：“此相国之手植者。”自相国捐馆，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斩焉，篲帚

者刈焉，刑余之材，长无寻焉，数无百焉，又有凡草木杂生其中，菶茸荟郁，有

无竹之心焉。

居易惜其尝经长者之手，而见贱俗人之目，翦弃若是，本性犹存，乃芟翳荟，

除粪壤，疏其间，封其下，不终日而毕。于是日出有清阴，风来有清声。依依然，

欣欣然，若有情于感遇也。

嗟乎！竹，植物也，于人何有哉？以其有似于贤，而人爱惜之，封植之，况

其真贤者乎？然则竹之于草木，犹贤之于众庶。鸣呼！竹不能自异，唯人异之；

贤不能自异，唯用贤者异之。故作《养竹记》，书于亭之壁，以贻其后之居斯者，

亦欲以闻于今之用贤者云。

选自《白氏长庆集》卷第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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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西安交大报》登载 “校园史话”文章目次

(1) 第 345期 1995.10.10 白居易与东亭

(2) 第 345期 1995.10.10 《养竹记》点校、注释

(3) 第 358期 1996.6.20 白居易“东亭”诗作选注
(4) 第 443期 2000.6.15 校西南区工地探古

(5) 第 445期 2000.9.10 校园土地的历史地理风貌

(6) 第 447期 2000.10.18 金碧辉煌的皇家建筑群

(7) 第 451期 2000.11.28 校园内开元盛世时的“天安门广场”

(8) 第 452期 2000.12.8 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市场

(9) 第 456期 2001.1.10 校园土地的隋唐坊(里)布局
(10) 第 458期 2001.3.15 校园大地上居住过的历史人物(上)
(11) 第 461期 2001.4.20 校庆花絮(校刊)
(12) 第 464期 2001.5.28 校园大地上居住过的历史人物(下)
(13) 第 464期 2001.5.28 校园历史文化研究第一人(韩国利)
(14) 第 466期 2001.6.26 漫游白居易东亭故居

(15) 第 567期 2004.5.17 皇上曾赐书我校

(16) 第 601期 2005.3.28 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及其墓主人

(17) 第 602期 2005.4.4 白居易与虾蟆陵

(18) 第 603期 2005.4.11 老校长赠书图书馆

(19) 第 609期 2005.5.30 西安交通大学文物出土点介绍(上)
(20) 第 610期 2005.6.6 西安交通大学文物出土点介绍(下)
(21) 第 611期 2005.6.13 财经东校区----唐僧译经之地
(22) 第 613期 2005.6.27 医学校区------位于唐朱雀大街之两侧
(23) 第 614期 2005.7.4 交大二院------唐太宗登基处
(24) 第 656期 2007.4.26 西安交大与泉州萧太傅祖庙

(25) 第 657期 2007.5.18 交大西迁之地------大唐名酒产地
(26) 第 666期 2007.9.30 西安交大与中国第一老丈人

(27) 第 681/682期 2008.4.18 校园史话结语/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史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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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校园历史文化之研究，自一九九四年始，已逾一十四载矣。其间，

笔者除广搜素材，遍查典籍外，还注重实地考察，又诚拜学界权威，所攻专题、

考证文稿，皆呈其审裁。这些学界老前辈有：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史念海先生；

长安城研究权威人士、西大教授张永禄、李建超先生；陕西师大教授周伟洲、黄

永年先生；全国董仲舒研究权威、北师大博士生导师周桂钿先生；还有新一代历

史地理学博士王双怀、王社教等。所撰文稿五十余篇，除《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西安交大报》、《校友之声》刊发外，《陕西日报》、《西安晚报》、

《三秦都市报》、《华商报》、《西安旅游报》、《文化艺术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等报刊也经常予以介绍。

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恳望全校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西安交大校园历史研究与开发课题组 孙民柱执笔

2008年 5月 1日于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