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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事

□ 吴 鹏

安史之乱是大唐国运调头向下的转折

点，也是肃宗李亨逆天改命的新起点。没有

安史之乱，肃宗很难从玄宗手上和平接过

皇位。但借安史之乱夺取帝位的肃宗，也必

须替父皇承担起平叛责任，重整破碎河山。

肃宗回马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五，从长安落

荒而逃的玄宗到达马嵬驿（今陕西兴平一

带）。护驾禁军“饥疲，皆愤怒”，射杀杨国

忠，逼迫玄宗赐死杨贵妃。

十六日早上，玄宗启程入川避难。被抛

弃的大唐父老拦住玄宗马头，请求玄宗留

下指挥平叛。玄宗沉默良久，召太子李亨上

前安抚百姓，以便自己继续西逃。

百姓团团围住李亨，要求李亨率领军

民收复长安。李亨假意推辞，在儿子广平王

李俶、建宁王李倓和心腹宦官李辅国的鼓

动下，决定借机摆脱父皇掌控。玄宗久候太

子不至，派人了解情况后，长叹一声“天也”！

多年来，玄宗最担心两件事情：一怕不

能与贵妃长相厮守，二惧失去对太子的掌

控。如今贵妃受死香魂飘散，太子回马自成

一派，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马嵬驿。后世诗人

在马嵬驿常有题诗，内容立意“多凄感”。百

年后，当时官位尚不显达的郑畋在此题诗

《马嵬坡》曰：“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

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云雨”指贵妃，“日月”则是肃宗。贵妃

虽亡，而日月重光，肃宗回马别开新局，大

唐皇室再造。马嵬兵变后，新的权力中心逐

步形成。陈寅恪认为，“肃宗回马及杨贵妃

死 ，乃 启 唐 室 中 兴 之 二 大 事 ，自 宜 大 书 特

书，此所谓史笔卓识也”。马嵬驿是玄宗政

治生命和贵妃自然生命的终结点，却又成

为大唐重建和复兴的起点。郑畋此诗一出，

“观者以为有宰辅之器”，郑畋后来果然担

任宰相。

李亨北上到达灵武（今宁夏灵武一带）

后，在身边大臣的劝进下，于七月十三宣布

即皇帝位，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大 唐 终 于 打 出 了 一 面 可 以 号 召 全 国 的 大

旗，开始了重建和复兴的艰难历程。

李泌出山

肃宗即位后，西北大将郭子仪、李光弼

先后率军扈从。但大部分朝臣跟随玄宗到

了 成 都 ，肃 宗 手 上 无 人 可 用 ，想 起 发 小 李

泌，“遣使访召”。

李泌自幼聪慧，七岁便能写诗作文。玄

宗听闻李泌之才，召他进宫见驾。当时玄宗

正和名臣张说下棋，就以“方圆动静”为题

让李泌赋诗一首。

张说技痒，先写出“方若棋局，圆若棋

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 ”，李泌随后吟出

“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

意”。张说见七岁李泌之诗气度意蕴远在己

之上，当即恭贺玄宗国有奇童，玄宗亦惊奇

李泌见识不凡。

天宝年间，李泌进入翰林院并充当东

宫政治顾问，由此和太子李亨有了交集，成

为其重要班底。李亨很看重李泌，虽年长他

十一岁，却称其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

李泌后来被杨国忠弹劾写《感遇诗》讥

讽时政，辞官到颍阳（今河南登封一带）隐

居，曾作诗《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

地生吾有意无⋯⋯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

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气志是

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

表达了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肃宗征召李泌的使臣刚走到半路，李

泌就已主动从颍阳投奔而来。肃宗对他言

听计从，根据其建议任命长子广平王李俶，

而非军事才能突出、深受军队支持的建宁

王李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避免叛乱平定

后出现皇位争夺斗争。

肃宗虽然登基，但最高指挥权问题仍

没有解决，大唐继续存在玄宗肃宗两个权

力中心。玄宗不但保留了对军国重事的最

后处置权，还任命永王李璘为江淮地区、盛

王李琦为东南地区、丰王李珙为西北地区

最高统帅，在事实上架空了肃宗。

玄宗的暧昧态度，激发了李璘的夺位

之心。天宝十五载（756）十二月，李璘率水

师沿长江东下，意欲占据南京，“保有江表，

如东晋故事”，一路延揽士人，路过九江时

请李白出山。李白欣然加入李璘阵营，写下

《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第二首言：“三川北

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

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李白将安史之乱比作西晋五胡乱华，暗

喻永王东巡将如当年晋室南渡，立足江南重

建新生政权。而雄心勃勃的他则自比东晋名

相谢安，可在谈笑间扫平叛军。第十一首更

是把自己塑造成扭转乾坤、收复长安的盖世

英雄，“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

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充满浪漫主义气质的李白显然没有认

清自己，更没有认清永王与肃宗的实力差

距。李璘刚引兵东下，就跳进肃宗事先布置

好的包围圈，很快败亡。李白的政治投机行

动以失败告终，先流放夜郎，后在行至白帝

城时被赦免，惊喜之间决定东下江陵，写下

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

过万重山。”

玄宗重用李璘，肃宗皇位不稳，急于用

收复长安的胜利树立权威、稳定皇位。素不

知兵的宰相房琯为在肃宗面前表功，毛遂

自荐率四万军队收复长安。

至德元载（756）十月二十一，官军与叛

军在长安西北陈陶斜大战。房琯指挥不力，

几乎全军覆没。被困长安的杜甫听闻此战，

写下《悲陈陶》，“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

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

死”。百姓“都人回面向北啼”，朝着肃宗所

在的方位向北而哭，“日夜更望官军至”。

十月二十三，房琯与叛军大战于长安

东北的青坂，“又败”。杜甫写下《悲青坂》，告

诉官军切莫急于进攻，暂且整军备战，“焉得

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而忍耐，偏偏

是这时焦躁的肃宗最为缺乏但最需要的。

收复两京

房琯大败后，肃宗问李泌：“今敌强如

此，何时可定？”李泌认为，在朝廷已经失去

平叛良机的严峻现实下，必须有打持久战

的思想准备，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以迅速收

复长安、洛阳为目的。首先要让郭子仪、李

光弼率领军队灵活出击，牵制住叛军在范

阳、常山和长安的主力，再不断派兵骚扰，

消耗其兵员和战斗力，使叛军在几千里的

战场上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接着对叛

军老巢范阳形成合围之势，命建宁王李倓

率军经塞外从北，李光弼率军自太原出井

陉从南，先攻击河北范阳，捉住叛军家属并

摧毁其巢穴，使叛军失去根据地，然后南北

夹击，将叛军主力在河南围剿歼灭。最后再

四面出击，收复两京，彻底平定叛乱，“不过

二年，天下无寇矣”。

李泌平叛战略以时间换空间，表面上

看比较缓慢，却是在当时情况下较为稳妥

的战略。肃宗刚开始非常赞同，但随后前线

发生若干有利于朝廷的表面变化，肃宗对

形势的判断出现重大失误。

肃宗打出平叛旗帜后，各地对安史叛

军的反抗斗争如火如荼，张巡、许远死守睢

阳，“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 。忠信应难

敌，坚贞谅不移”（张巡《守睢阳作》），堵住

叛军南渡长江通道，保住唐朝赖以生存的

江南财富基地。

随着战局的胶着，叛军开始内讧，安禄

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掉。郭子仪攻占河东，李

光弼解除叛军对太原的包围。肃宗从灵武

移驻凤翔（今陕西宝鸡一带），陇右、河西、

安西各路大军云集，回纥与西域各国军队

来援，江淮地区钱粮运到。长安附近百姓纷

纷投奔到凤翔，充当官军向导。

而此时的长安城内，劝告官军“忍待明

年莫仓卒”的杜甫，已经忍耐到了“明年”即

至德二载（757）。三月春至，国都沦陷，城池

残破，山河依旧是乱草遍地，杜甫写下《春

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

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又来到长安城

东南胜地曲江，写下《哀江头》：“少陵野老

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人生有情泪

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杜甫久候王师不至，瞅准时机逃出长

安 ，四 月 到 达 凤 翔 ，写 下《喜 达 行 在 所 三

首》，回忆起在长安的俘虏生活，不觉“生还

今日事”。大唐中兴有望，诗人不禁“呜咽泪

沾巾”。至德二载（757）五月，杜甫在凤翔觐

见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写下《北征》，用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表达了对肃宗

重整破碎山河、再开贞观治世的期望。

杜甫的期望，正是此时肃宗的焦灼。肃

宗迫切需要以收复两京作为政治资本巩固

皇位，用平叛政绩向天下证明他自立即位的

政治合法性，遂放弃李泌稳扎稳打的既定战

略，急切命令唐军向两京和中原腹地进攻。

至德二载（757）九月十二，肃宗命令李

俶带领回纥援军和各路兵马十五万向长安

反攻，先后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光复，肃宗

严惩接受安禄山伪职的官员，给事中（正五

品上）王维亦在清算名单中。

洛阳失陷时，安禄山让王维继续任职

给事中，王维拒不受命，被拘押在菩提寺。

有次安禄山摆宴洛阳凝碧池，让梨园子弟

奏乐助兴，乐工雷海清当场摔坏乐器，朝着

玄宗西去方向号啕大哭，被叛军肢解。王维

听闻此事，写下《凝碧诗》：“万户伤心生野

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深宫里，凝

碧池头奏管弦。”亡国之痛和思君之情溢于

诗中。受审之时，王维呈上此诗，加上其弟

营救，最终仅降级成太子中允（正五品下）。

十月二十三，肃宗回到长安，玄宗也于

当天从成都启程南返。十二月二十一，玄宗

在长安大明宫正式把传国玉玺交给肃宗，

完成了最后的权力交接。

依靠收复两京的政绩，肃宗初步稳定了

皇位，但给平叛留下重大隐患。长安虽然收

复，但洛阳不久得而复失。且在收复两京的

过程中，朝廷精锐部队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而叛军从容退回河北，保存了有生力量。

渐露曙光

唐军收复两京，安庆绪退回相州邺城

（今河南安阳一带），史思明伪降朝廷。乾元

元年（758）八月，肃宗派郭子仪等率安西军

队 进 驻 关 中 ，准 备 讨 伐 安 庆 绪 。杜 甫 写 下

《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夸赞“四镇

富精锐”“临危经久战”，并指出“奇兵不在

众”，兵在奇不在多，而朝廷这次军事行动

的最大软肋就是兵员虽多却指挥不一。

乾元元年（758）九月，郭子仪、李光

弼等九路节度使共率军二十万云集河南河

北，与安庆绪决战。肃宗怕郭子仪、李光

弼功高震主，竟然不设元帅，而是派宦官

鱼朝恩监军。

十月，郭子仪等包围邺城，安庆绪向史

思明求救。史思明再次反叛，发兵十三万攻

陷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此后慑于官军

兵力众多，逗留不进。平叛形势良好，杜甫

乐观地写下《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

尽洗甲兵长不用”，畅想叛乱平定，刀枪入

库永不复用。

杜甫的理想很丰满，唐军平叛的现实

却很骨感。乾元二年（759）三月，官军与史

思明决战。由于缺乏统一指挥，鱼朝恩又自

以为是，九路节度使被打得落花流水。

邺城之战后，史思明杀掉安庆绪，自称

大燕皇帝，又占领开封，攻下洛阳。唐军为

补充兵力，在河南大肆抓丁拉夫。正从洛阳

西返关中的杜甫路过新安（今河南新安一

带）、石壕（今河南陕县一带）、潼关（今陕西

潼关一带）等地，写下“三吏三别”。

《新安吏》云：“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

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按照唐朝法

令，男子二十二岁成丁才当兵服役，十八岁

尚是中男，不承担兵役，而河南府抽中男当

兵的不法行为却大行其道。中男父亲已经

被抽去前线，只剩母亲在为儿郎送行，杜甫

发出“天地终无情”的呼喊，又对朝廷有所

回护，安慰中男“仆射如父兄”，郭子仪、李

光弼会如父兄一样对他们关爱有加。

离开新安，杜甫“暮投石壕村”，见

“有吏夜捉人”，写下 《石壕吏》，“老翁逾墙

走，老妇出门看”。老妇为避免守寡儿媳被

抓去饿死孙子，只有自己应征“犹得备晨

炊”，惨苦至极。

邺城大战后，叛军进逼洛阳，有再次

西攻长安之势。杜甫到潼关看到兵士修筑工

事，写下《潼关吏》：“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

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潼关将士对工

事充满信心，“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杜

甫却想起三年前哥舒翰在潼关大败，叮嘱将

士汲取教训，“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在《新婚别》中，杜甫塑造了一个送夫

上 战 场 的 深 明 大 义 妻 子 形 象 ，“ 誓 欲 随 君

去 ，形 势 反 苍 黄 。勿 为 新 婚 念 ，努 力 事 戎

行”。在《垂老别》中，老翁“投杖出门去”，披

上戎装，慷慨出发，老妻不忍老翁离去，哭

倒在路旁，她明白老翁“此去必不归”，只有

劝 他 努 力 加 餐 饭 。老 翁 尚 有 老 妻 送 别 ，而

《无家别》中的主人公却是孑然一身，无人

可别，“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心忧黎元、叹息肠内的杜甫既要疾呼

百姓民生多艰，又要顾全朝廷平叛大局，心

情之矛盾、心绪之复杂、心态之纠结，在“三

吏三别”中表现得无以复加。

邺城大败不仅祸及百姓，还殃及玄宗。

战后朝廷平叛形势急转直下，肃宗威望大

减。龙体远不如父皇健康的肃宗，疑心玄宗

拉拢禁军试图复辟，指使李辅国将玄宗幽

禁在太极宫，又把高力士流放巫州（今湖南

怀化一带）。

高力士在巫州托物言志写下《感巫州

荠菜》，“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感叹在

长安是佳肴的荠菜，在巫州却无人理睬，暗

指自己从繁华京城流放蛮荒之地。但“夷夏

虽有殊，气味都不改”，自己对玄宗的忠心

始终不变。

上元元年（760）春天，李光弼在河南怀

州大败史思明，又欲乘胜直捣叛军老巢范

阳。杜甫在成都写下《恨别》，“洛城一别四

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闻道河阳近乘

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抒发对早日平定叛

乱的期待。

第二年三月，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杀

掉，叛军连续内讧，力量削弱。朝廷平叛事业

终于露出一线曙光，但这道曙光已经不属于

体弱多病的肃宗和思念贵妃成疾的玄宗。

宝应元年（763）四月初五，七十八岁的

玄 宗 归 天 。高 力 士 因 朝 廷 大 赦 返 回 长 安 ，

走到朗州 （今湖南常德一带） 时，路遇故

人 叙 旧 ，“ 方 知 明 皇 厌 世 ”， 遂 “ 北 望 号

恸，呕血而卒”。

玄宗晏驾十一天后，五十二岁的肃宗

驾崩，至死未能看到天下太平的那天。最终

平定安史之乱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到广平

王李俶肩上。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国破山河在：肃宗的艰难平叛
拖泥带水的八年战争

陕西礼泉，唐肃宗建陵。 视觉中国供图

□ 程遂营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杭州是一个充

满诗情画意的城市，可一向温婉恬淡的杭

州如何意外地与政治扯上关系，一跃成为

都城呢？

杭州的名气是古代文人
用诗词捧出来的

北宋词人柳永曾作 《望海潮》 一词来

描述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

自古繁华”。据 《鹤林玉露》 记载，金朝

皇帝完颜亮读到这首词，被词中描述的杭

州的美丽富庶所打动，“遂起投鞭渡江之

志”。《桯史》 记载，完颜亮特意派画家偷

渡杭州，实地画出柳永词中描绘的杭州城

邑、吴山、西湖等美景。当画师把画好的

杭州胜景图献给他的时候，这位皇帝还特

意让画家在吴山绝顶画上自己骑马而立的

高大形象。

用诗词来赞颂杭州的文人远不止柳永

一个人，杭州的名气也是古代文人用诗词

捧出来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忆江南》中

曾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

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白居易曾担任过 3 年杭州刺史，对杭

州 留 下 了 美 好 的 印 象 。本 来 ，在 南 方 城 市

中，扬州、苏州和南京出名都比杭州早，名

气也都在杭州之上。但由于白居易是唐代

晚期著名的大诗人，又结合自己的亲身体

会所写，所以，他的这首词一出，使杭州名

气大振。

接下来，大家都熟悉的北宋大文豪苏

轼，以一首《饮湖上初晴后雨》使杭州人气

大增：“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到了

南宋时期，诗人林升的一首《题临安邸》，更

使杭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山外青山

楼 外 楼 ，西 湖 歌 舞 几 时 休 ？暖 风 熏 得 游 人

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就这样， 诗 情 画 意 成 为 大 多 数 中 国

人 对 杭 州 的 城 市 印 象 ， 而 且 一 直 延 续 下

来 。 但 有 了 名 气 ， 不 一 定 就 有 机 会 成 为

都 城 ， 被 诗 人 们 热 爱 的 杭 州又是如何成

为都城的呢？

吴越国定都杭州，还留下
《钱氏家训》

杭州位于我国东南部，钱塘江下游，其

优势是位于大运河运输的起点（也是终点），

水上交通便利，但陆路交通不发达。尤其突

出的弱点是，杭州位置过于偏南，不利于对

北方广大地区的统治。所以，从地理位置的

角度考虑，杭州并不具备建都的明显优势。

杭州之所以成为都城，具有很大的偶

然性。首先定都杭州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

吴 越 国 ，而 建 立 吴 越 国 的 是 杭 州 人 钱 镠

（852-932）。钱镠年少时喜欢拳脚，任侠有

谋，又好读书，能吟诵诗词。唐朝灭亡后，他

割据江浙一带，称吴越王。

在杭州，与他相关的传奇故事很多，最

有名的是“圆木警枕”。作为开国君主，钱镠

手握重兵，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极尽享乐和

夸耀，有一次，他回到自己出生的里巷，车

马甲士随护左右，好不威风。

没想到，他的父亲钱宽得知儿子衣锦

还乡，居然领着家人跑掉了。钱镠不明白父

亲为什么这样做，便撇下人马，徒步找到了

父亲。父亲语重心长地对钱镠说，咱们家世

代以耕田、渔猎为生，没有什么人像你这样

富贵过，你今天成了吴越国的国主，三面受

敌，你不思治国良策，却在这里耀武扬威，

恐怕马上就要祸及钱家了。

这番话好像一瓢冷水浇头，使钱镠马

上清醒过来。从此以后，他谨慎从事，为政

勤勉。为了保持警觉，他让人特制了一个圆

木小枕头，枕头两边缀有几只铃铛，稍一翻

身，铃 铛 就 会 响 起 来 ，圆 木 枕 头 滚 落 到 一

边。钱镠就趁势爬起来，处理政务和军务。

杭州人敬佩钱镠，把他的圆木小枕叫作“警

枕”，还给他送了一个绰号——“不睡龙”。

钱镠主掌吴越国 24 年（907-932），一

直到 82 岁去世，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

的年龄超过 80 岁的帝王之一。而钱镠的不

凡之处还在于，在他临去世时，还给子孙留

下了著名的《钱氏家训》。

我国古代有很多著名的家训，如《颜氏

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训》等。好的家

训 大 可 以 治 国 兴 邦 ，小 可 以 保 全 家 族 。而

《钱氏家训》不仅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确

保了钱氏家族平安无事，还使这个家族一

直绵延不绝。近代以来，江南钱氏出了不少

知名人物，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钱钟书

等，都是杭州钱氏家族的后裔。

《钱氏家训》总结起来三句话：善事中

国、保境安民、耕读传家。这里的中国指的

是中原王朝，“善事中国”就是不搞独立，主

动接受中原王朝的任命；“保境安民”即以

百 姓 为 重，尽 量 为 老 百 姓 创 造 和 平 环 境 ；

“耕读传家”，钱家不可能世世代代为帝王

家，钱氏家族的人也不可能都做官，所以，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耕田、读书。

钱镠之孙钱俶在位时，谨记祖父教诲，

执政期间，一方面保境安民，发展生产；另

一方面，主动接受新建立的北宋王朝的册

封，纳土归宋，尽献吴越国十三州之地。

钱俶这样做，不是软弱，也不是无能，而

是遵从祖父家训，顺应历史潮流，在国家四

分五裂之时，顾全大局，维护了国家统一。他

带领钱氏家族 3000多口入京，住进了宋太祖

为他专门建造的离宫“礼贤宅”里。宋朝没有

对吴越国用一兵一卒，使百姓免遭涂炭。

而对杭州这座城市而言，在唐末五代

这样一个军阀混战、干戈四起、百姓离乱的

时代，能够晏然无事，经济保持和平发展七

八十年，成为富庶的“东南第一州”，钱氏家

族功莫大焉。

南宋定都临安的偶然与必然

当然，杭州的知名度之所以那么高，还

是与其为南宋都城有关。杭州成为南宋都

城，更有很大的偶然性。

1127 年 ，金 兵 攻 破 北 宋 汴 京（今 河 南

开封），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被俘，北宋灭

亡，史称“靖康之难”。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

康王赵构领兵在外，避免了被俘的命运。国

不可一日无君，这年五月，在一部分流亡大

臣的拥戴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登基称帝，为宋高宗。

金人继续派兵南下，试图把南宋政权

消灭在萌芽状态。宋高宗的领导班子刚刚

建 立，朝 廷 上 下 无 力 抵 抗 ，面 对 强 大 的 金

兵，只有一条路：逃亡。

逃到哪儿去？宋高宗和大臣们最初的想

法是南京，因为南京曾是六朝都城，有长江

天险，如果能在南京站稳脚跟，就可以积蓄

力量，伺机北伐。但局势的发展完全打乱了

高宗君臣的意图，使逃往南京的计划落空。

这年十月，金朝骑兵越过黄河，进攻商

丘。消息传来，宋高宗马上率领文武大臣沿大

运河南逃。在金兵追击下，高宗走了这样一条

逃亡路线：先是逃到扬州，还没有喘一口气，又

被追着越过长江，逃到镇江；不久，金兵渡过长

江，高宗君臣只得再次沿大运河逃到杭州；之

后，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

波），最后，甚至在定海（今浙江镇海）被金兵赶

到了海上，南宋朝廷被装进了几条大船里。

即便如此，金兵仍不善罢甘休，下海乘

船追了三四百里。幸亏老天帮忙，金兵遇到

台风暴雨，才停止了追击，引兵北还。高宗

君臣得到金兵北返的消息后，战战兢兢返

回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府，作为临时都城。

但绍兴位置偏僻，漕运不便，物资供应

匮乏。于是，在绍兴待了一年多，高宗便移

陛临安府，在那里建造宫殿，做建都准备。

1138 年，正式宣布临安为“行在所”，杭州

正式成为南宋都城。

所 以 ，从 1127 年 到 1138 年 这 11 年 的

时间里，南宋朝廷一直是飘忽不定的：曾建

都商丘、绍兴，并试图建都南京，最终定都

在了杭州。很明显，定都杭州并非南宋朝廷

最初的意图。

不过，杭州成为都城也有三点必然因

素：首先，安全。金兵所凭借的是强大的骑

兵，而浙江处于战争大后方，特别是浙江西

部 是 水 乡 泽 国 ，不 利 于 金 人 骑 兵 作 战 。所

以，相对于商丘、南京而言，杭州比较安全。

其次，富裕。吴越国建都杭州时期，吴

越王钱镠励精图治，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

使杭州成为东南地区最富庶的城市之一，

为南宋定都杭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交通便利。杭州是隋唐宋大运河

南方的一端，水上交通十分便利，利于粮食

和物资的运输；同时具备海上交通优势，这

一点是内陆地区的城市所不能企及的。

此外，杭州气候温暖湿润，又有美丽的西

湖胜景。所以，在此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

里，杭州成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

中心，杭州进入了发展繁荣的高峰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有天堂，下

有苏杭”的说法也逐渐在全国流行开来，很

多传奇故事，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

传》，也在民间广泛传播。时至今日，杭州依

然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人间天堂，给人一种

宜居宜游的生活型城市的印象。

（作 者 系 河 南 大 学 教 授 ，《百 家 讲 坛》
“六大古都”“黄河上的古都”“丝路上的古
城”主讲人）

杭州：人间天堂是如何成为都城的

唐诗与唐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