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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长安第一情报机构”靖安司是靠什

么收集情报的呢？第一集中就为我们揭晓了答

案，那就是炫酷高效的望楼系统。所谓望楼，指

的是长安城内各处分布的高塔，它们起到了监

控舆情以及实时传递信息的作用。不过，历史

上长安城可没有如此先进的监控系统。

《长安十二时辰》中，望楼系统传递信息的

过程中，伴随有鼓声，这是有历史依据的。唐

代，长安城实行夜禁政策（除上元节三天例

外），那么老百姓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门关门

呢？唐朝初期，各条街道由专人负责一早一晚

呼喊，作为居民行止的信号。贞观十年（636

年），侍御史马周奏请在街上设置鼓来提示门

禁，得到太宗的采纳，于是在连接外郭城城门的

六条主干道上，设置了鼓于小楼之上。这可能

是电视剧中望楼系统的依据之一。

闭门鼓后，坊门紧闭，居民只允许在坊内活

动。左右街使分率骑兵在街上巡逻，到五更三

筹，街鼓敲动，坊市之门开启，才停止巡逻。违

犯者，就称为“犯夜”，会受到制裁，如唐初崔

某，夜里饮酒回家晚了，被武侯正好撞见，绑在

街头。又如天宝中有一人叫张无是，家住布政

坊，回家时，走在街上听见夜鼓声响起，再往前

走就是犯夜，无奈，只好到桥下窝着避了一夜。

《太平广记》中讲到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就因

“醉而犯夜，为虞侯所系，败面折齿”。一般情

况，犯夜者会被“笞二十”，也就是打二十下作

为惩罚，但不知这位大唐才子为何会被整得如

此之惨啊！《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曾经的

身份是不良人，因做了违法之事被关押判刑。

随着热门动画《画江湖之不良人》及其系列手游

的影响，不良人这一江湖神秘组织吸引了大量

观众的眼球。按照动画里的说法，不良人是唐

代官府中的一个秘密部门，由毁容后的袁天罡

一手创立，只对皇帝负责，该组织结构非常复

杂，包含各种奇人异士。

事实上，“不良人”这个组织是真实存在过

的，活跃于唐朝，是主管侦缉逮捕的官差，类似

于今日的刑警。据明朝茅元仪《暇老斋杂记》

记载，不良人头领叫不良帅，在汉代叫大谁

何。二者的职责性质都差不多，就是刺探情报

追拿嫌疑罪犯。

史书中关于不良人的描述并不多，而且

大多与小的案件有关，可见不良人职位并不

高，属于小吏一类。不良人自己曾经有过恶

劣形迹，受过刑罚，容貌上常常留下标记，所

以有一次李林甫让人向唐玄宗举荐一小吏，

玄宗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说：“这是一个

不良人，朕不用他。”剧中张小敬的左眼下面

也有刀疤，显得颇为凶神恶煞，也是符合历史

的人物形象设定。

望楼？
不存在的，不良人也没那么厉害

“长安第一情报局”不是“靖安司”，而是它
看多了“辣眼睛”的古装剧，《长安十二

时辰》对历史细节的用心，让人眼前一亮。

从建筑布景再到人物妆容、礼仪、特效，每一

处都是美学观感的极致享受。剧中主角李

必所在的办公单位靖安司被观众戏称为“长

安第一情报局”，也是推动剧情的核心部

门。靖安司内有长安城的沙盘模型，坐在屋

子里，就能俯瞰长安全城。不光如此，靖安

司还有大量的案牍资料，这些资料都被分门

别类、精心布置，堪称唐代版的“大数据”。

如此神秘且强大的靖安司，当真存在于唐朝

历史上吗？真实历史中的长安城又是靠哪

些人守护的呢？ □ 据《北京青年报》

剧中的核心机构“靖安司”，看上去权力很

大，甚至能在“天子脚下”调动军队。但这个部

门，在历史记录上是无从考据的，无论是唐宋笔

记小说还是正史中都没有这一机构。

虽然“靖安司”是虚构的，但其在剧中的选

址却十分考究。我们知道，唐代长安城由外郭

城、皇城和宫城、禁苑、坊市组成，面积约 84 平

方公里，最多时人口近 100 万，算得上是名副其

实的“超一线”城市了。如此整齐的规划有两

个目的：一个是统治者居高临下便于控制；另

一个是整齐的布局使逃亡的罪犯无处藏身，官

府机构、居民宅第与市场不相混杂，有利于维

护社会秩序。

那么，剧中的靖安司位置在哪里呢？答案是

光德坊。

唐朝虽然没有靖安司，但长安城中有一坊名

为“靖安坊”，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的宅居

就位于这里。同在此居住的，还有大诗人元稹，

他还专门写过一首诗《靖安穷居》：“喧静不由居

远近，大都车马就权门。野人住处无名利，草满

空阶树满园。”

靖安坊还发生过一件刺杀当朝宰相的大

事。元和十年(815 年)六月三日，报晓晨鼓刚敲

过，天色未明，当朝宰相武元衡从靖安里的宅邸

出来，像往常一样乘坐车轿前去上朝。刚出靖

安坊东门，突然从路边闪出一群黑衣蒙面人，他

们射灭侍从的灯烛后，向车轿中的武元衡扑

来。先是一箭射中武元衡的肩膀，然后一刀砍

中了他的左腿。这伙人最终将武元衡杀死，并

从容地砍下了这位大唐宰相的首级。同时上朝

的副手裴度也遇刺受伤，滚落到路边的水沟里，

捡回了一条命。

事情发生后，全长安城人心惶惶，当时的皇

帝唐宪宗李纯，得知消息后十分震惊，当即罢朝，

下诏全城警戒，金吾、府、县三级在全城展开大搜

捕。要知道，武元衡的曾祖父是武则天的堂兄

弟，他自幼聪颖好学，曾被唐德宗盛赞“这人真是

有宰相的才能啊”。武元衡和白居易是朋友，曾

经以诗相唱和，刺杀案发后，白居易上书请求严

加捉拿凶手，被认为越职，后来又被人诬陷为不

孝，因此被贬官。

这起谋杀案背后十分复杂，和唐中后期的藩

镇割据密切相关，《新唐书》和《旧唐书》对于案

件主谋的记载不一，总之是由于当时的淮西节

度使吴元济起兵谋反，武元衡受命领军讨伐，这

引起了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和成德节度使王承宗

的恐惧，于是便派刺客将武元衡刺杀了。

或许，剧中虚构“靖安司”这一机构多少受到

一些历史上靖安坊刺杀事件启发。一个偌大帝

国的宰相，居然在上朝途中被刺客成功刺杀，长

安城的诡异惊险可想而知。

“靖安司”为虚构
靖安坊曾发生当街刺杀宰相案

历史上，负责长安城治安的不是靖安司，而

是禁军中的左右金吾卫、神策军和京兆府三大

部门。

唐代禁卫军分为南北两衙。南北衙禁卫军

共同卫戍皇宫和京师，并相互牵制。但盛唐之

后，“南衙府兵”逐渐衰败，“北衙禁军”逐渐成为

中央政权的唯一依靠。北衙六军分为：羽林军、

龙武军、神武军、神策军、神威军、英武军，每军各

分左右。《长安十二时辰》中出现了龙武军要接管

靖安司的情节，龙武军就是皇帝的禁军。

真正与靖安司职能相近，负责京师警卫的，

唐前期是南衙禁军，唐后期则是神策军。南衙禁

军主要是十二卫：领军卫、金吾卫、威卫、武卫、骁

卫、亲卫，各分左右两卫。另四卫：左右监门卫，

左右千牛卫。

左右金吾卫职能比较特殊，既担负长安城外

部环卫，还负责外郭城治安管理和内城巡警。另

外金吾卫平时也侦查百官行动，刺探城中居民隐

情，遇到违法犯罪分子可即行缉捕，相当于现代

街头巡逻的皇家警察。

《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左右金吾卫之职，

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到了

晚上，金吾卫还须敲鼓提醒宵禁，遇到夜晚出来

行动的人员，便高声询问，并射箭警示，如果这人

不回答或是逃走，金吾卫即可将他射杀。

由于金吾卫跟皇帝身家性命攸关，左右金吾

卫大将军职位，一般由皇亲国戚、功勋重臣及皇

帝心腹担任，例如唐玄宗曾让章怀太子的儿子邠

王李守礼为单于大都护兼左金吾将军。

唐前期，所有的金吾警卫都是由征发来的府

兵充任。自唐高宗、武则天时开始，由于均田制

日渐破坏，府兵制走向瓦解，唐中期后，许多金吾

卫士被撤离，甚至连值班巡逻点都被百姓和其他

军队所侵占，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加以整顿。可

见，金吾卫的职能严重衰退。

神策军是北衙禁军中的一支，唐中后期力量

逐步壮大，具有了京城环卫缉捕方面的职能。唐

文宗时，京城寇贼猖獗，皇帝下发《令神策军与府

县协捕寇贼诏》，给了神策军协作治安的权力。

835 年，甘露之变后，长安坊市内的恶少年报私

仇，杀人掠货，直到左右神策将杨镇、靳遂良各自

率领五百人前往，击鼓警告，后斩杀十余人，才使

得长安城恢复安定。838 年，宰相李石被刺客刺

伤，文宗命令神策军护送。可见，神策军具有了

京城环卫缉捕的职能。

唐代长安城的地方行政管理，采用府、县两

级制。京兆府县是京城治安管理的中坚力量。

京兆府下，以长安和万年两县分治外郭城，朱雀

街以东属万年县管辖，以西属长安县管辖。县的

长官县令，负责本县有关户口、狱讼、捕盗等全面

的事务。

长安维稳靠谁？
金吾卫、神策军和京兆府

唐代壁画中的神策军军官 壁画中的唐朝军队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