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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宋元变革时期的杭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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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南宋时期是杭州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由于杭州是南宋实际上的
首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 表现在有关杭州的城市生活史料亦相当丰富。元代杭州

的史料远不如南宋丰富,由于这方面反差, 以致关于两个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存在一定差

距。本文将南宋末期及整个元代视作一个长时段的变革时期,即顺着南宋末期的轨迹,继续探

寻元代杭州的发展路径,通过对杭州城市发展的某些方面的阐释, 以期初步了解那个时代杭州

城市的概貌,理解元代杭州相对繁荣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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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杭州的历史而言,南宋无疑是这座城市极

为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由于临安府 (杭州 )是

南宋实际上的首都,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因

此,表现在有关杭州的城市生活史料亦相当丰富。

仅以地方志而言, 便有周淙等 5乾道临安志 6、潜

说友5咸淳临安志 6, 而对城市生活研究帮助甚大
的史料笔记更是详尽。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时间

上也差不多成为连贯性的记载, 耐得翁 5都城纪

胜 6、佚名5西湖老人繁胜录 6、吴自牧 5梦粱录6、

周密5武林旧事 6, 等等, 这些作品都是十三世纪

的都城生活专著。尽管它们的记载有时会发生一

些抵牾,但是其细腻的描述栩栩如生,仍然可使读

者置身于当时时代的杭州都市生活之中。法国汉

学家谢和耐 ( Jacques Gernet)的 5蒙元入侵前夜的

中国日常生活 6¹ , 以细腻的笔触, 详细描述南宋

临安的日常生活场景, 并将之置于蒙古不断进犯

的布景之下,向读者预示着一种社会大变局的到

来。该著作不仅将暴风骤雨前夜的南宋社会日常

生活全部展示,而且又促使人们思考:入元后的杭

州又是怎样一幅图景呢? 然而, 就杭州的城市史

料而言,元代远不如南宋丰富;由于史料数量的反

差,以致关于两个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存在一

定差距。南宋杭州城市的研究专著近年来得以不

断出现,元代杭州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º
本文将南

宋末期及整个元代作为一个长时段的变革时期,

即顺着南宋末期的轨迹, 继续探寻元代杭州的发

展路径,对展现元代杭州城市发展的某些方面作

尝试性的描述。尽管不是很完整, 但希望可以借

此初步了解那个时代杭州城市的概貌。

1.南宋余辉:谢和耐笔下的临安

十二世纪上半叶,颠沛流离的南宋王朝最终

选择临安为行在所, 使其成为这个小朝廷事实上

的首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临安成为当时

财富的中心。商业非常繁荣, /大抵杭城是行都

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

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0。
»

/都会之下皆物所聚之
处,况夫人物繁夥,客贩往来, 至于故楮羽毛扇牌,

皆有行铺,其余可知矣。0¼即使是临安附近的市镇,

  *  本文系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课题 (编号 2010Z41)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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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靠近都城的原因, 形成区域性辐射。迨至

十三世纪后半叶,南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

济文化的繁盛局面, 阻挡不了它衰亡的命运。法

国学者谢和耐则基于中文原始材料, 把这个变革

时期的临安的日常生活场景描述得淋漓尽致。

当时,临安成为居住人口极为密集的城市,其

城市功能也日益显现出多样性, 政治性、商贸型、

文化性系于一身, 高高在上的皇城宫殿, 城墙、门

楼,富家府第,寺庙道观,商铺瓦肆,高度集中于这

片土地之上。如此一来, 城区建筑物的分布也是

相当密集,街面和巷道连接在一起。由于人多地

少,而且人口还在不断增长,所以建造多层楼房势

在必行。房子鳞次栉比,而又以竹、木结构为主的

建筑模式,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安全问题 ) ) ) 火

灾。在整个南宋时期, 临安府的火灾频率居高不

下,每次火灾都给当局造成严重损失, 于是,防火

警报和措施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作为王朝的政治中心, 临安的驿路通道通向

其他各地,形成一个严密的交通网。与北宋都城

东京 (开封 )相比, 临安作为南宋的首都, 其地理

位置并不是理想地位于王朝地域的中心地带,而

是明显地偏于一隅。这样, 维持交通线的发达和

畅通, 对于加强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来说显得极端

重要。况且,南宋几乎长期处于战时状态,军情的

汇总, 朝廷中枢对地方上军队的指挥事项, 军令、

政令的贯彻实施, 后勤物资的供应,等等,都要依

靠发达的交通线来完成。此外, 作为一座处于水

乡的城市来说, 临安水路交通的作用似乎更加重

要。大大小小的舟船在城内的运河中来回行驶,

运送大量的各色生活物资。

城市生活乐趣多多。各种行业的店铺都在临

安扎下根来, 频繁的商业活动, 密集而流动的人

口,以及那些匆匆过客的光顾, 使这座城市显得异

常兴奋,可谓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西湖就像是

一块屏幕,映照出社会上各色人物的喜怒哀乐。

对于前现代的中国房屋建筑来说,最重要的

指导文献就是北宋时期钦定的建筑学论著 5营造

法式6, 它由李诫于十一世纪末完成, 并在十二世

纪初刊行。它当然也成为南宋时期各类建筑的圭

臬,所以临安城内无论是贫家还是富室,殿堂还是

庙宇, 公房还是私宅, 房屋的基本建造方式大多相

同。

靖康之难,大量北方人口跟随宋廷跑到南方,

这大大丰富了临安城内菜肴品种,可谓南北菜系

济济一堂。其中最占主流的菜系, 当是浙江菜和

河南菜,后者在北宋时期堪称京菜。在菜肴品种

增加的同时,各地的饮食传统和习惯也就随之传

播到了东南。喝酒饮茶成为当时人们餐前饭后不

可或缺的部分。

及至宋代,中国传统的医药学理论和实践都

有了很大发展,官方和民间成为医学的两个平行

系统,互为补充。南方湿气较重, 城市人口密集、

拥挤,像临安这样的大城市中,各类疾病的发生几

率普遍较高。因此, 掌握医药学知识就显得非常

必要和实用,各种养生方法也应运而生。

五花八门的休闲活动成为临安吸引本地居民

和各地来客的重要因素。娱乐场所数不胜数, 吹

拉弹唱无所不有,游戏玩意不胜枚举,尤其是节庆

时节,更是无比繁多。琴棋书画等高雅艺术也是

枝繁叶茂,风格多样,并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的趋

势。话本、杂剧和流行曲谱的增多,文学社团的形

成,艺术品交易市场的出现,这些都不断丰富着城

市生活的内涵。

这些多彩画卷,便构成了十三世纪后半叶蒙

元大军南下前夜的临安城的基本景象。

2.地位变迁:从行在到省会

至元十三年 ( 1276), 元朝军队攻占南宋行在

临安府。三年后, 元军平定了所有反元的南宋抵

抗势力,占领南宋全部国土,从而在中国再一次实

现了大一统的局面, 江南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北方

民族所统治。元朝实行行省制度, 在江浙地区最

初设立江淮行省,辖境为原南宋两淮、两浙路故地

以及江东路部分,首府为扬州路,后来改称江浙行

省,首府移到杭州路。其间, 又还治扬州路, 复称

江淮行省。经过数度迁移, 直到至元二十六年

( 1289) ,再迁徙至杭州路; 两年后,划出江北州郡

隶属河南行省,改名为江浙行省。从此,杭州作为

两浙地区行政中心 (省会 )的地位就此确立下来。

这时,已经是元世祖统治的后期了。元代杭州路

辖下八县一州: 钱塘、仁和、余杭、临安、富阳、於

潜、昌化、新城、海宁州。于是, 杭州, 从南中国的

首都 (行在所 )、汉族王朝的统治中心, 转变为一

个北方民族统治下、中央集权体制内的行省省会。

元军下临安时, 并没有经过太大的战争,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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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就投降了,所以, 军事战争对杭州地区经济社

会的冲击不算很大。即便是在日后一段时期内,

各地反元斗争处于比较激烈的时刻, 杭州地区的

波动相对来说也不是激烈的。

3. 易代之痛:变乱岁月

然而,改朝换代对于城市的消极影响依然明

显。元代杭州经历的变乱主要是两次:一次是宋

元之交,一次是元明之际。应该说明的是,前一次

变乱并非是军事战争本身引起的,而是政权更迭、

城市地位降格带来的社会动荡; 而后一次则是处

于战乱年代的大环境下,杭州城市发展的活跃氛

围戛然而止。

晚年寓居钱塘的歙县人方回经历了宋元之交

的纷乱,在其 5桐江续集6中, 有诸多诗篇描绘出

兵乱后城市的破落和人们生活的艰辛。 /栗里渊

明径, 桤林子美堂。乱离容不死,穷乏果何伤。红

粒炊籼饭, 青苔煮菜汤。甲兵才偃息, 城市转荒

凉。最苦樵苏贵,曾微药饵良。频仍赊酒饮, 卒急

卖书偿。败絮熏还曝,麄絺洗更浆。炎蒸虽渐迫,

寒冷尚宜防。0朝代易替引起了经济的不稳定,物

价飞涨,再加上各种灾害, 使得杭州城一片萧条:

  五斗陈米已万钱, 籴且无之矧借旃。一

檐十蛛不成网,亿万万喙饥可想。乘夜飞虫

蚊愈多,苏湖秀州秧奈何。

三日为霖今九日, 便晴田事亦无及。全

吴富庶推第一,谁信杭州无米籴。邻翁耳语

某所有,夜持布囊分一斗。老夫但笑不敢嗔,

尧九年水无饥民。

忆昔壬午杭火时, 焚户四万七千奇。焮

死暍死横道路,所幸米平民不饥。火灾而止

犹自可,大雨水灾甚于火。海化桑田田复海,

龙妒倮虫规作醢。定嗔网罟欲取偿,稍借人

充鱼鳖馁。

今年夏雨水,浙右岁事失。五月客杭城,

市民几不粒。逮乎书云前, 稍稍喜晴色。转

手又不然,一雪二十日。岂止闾巷穷,大半缺

衣食,我穷尤自笑。

于是他只能感叹昔日繁华不再有的亡国心

情: /谁将西子比西湖, 旧日繁华渐欲无。始信坡

仙诗是谶,捧心国色解亡吴。0 /东南我记此庚子,

徽城纸包馈杭米。乞人抢夺人食人,旱极西湖干

见底。0½昔日繁华无比的南宋都城, 其发展势头

在入元后一度受挫。

至正十一年 ( 1351)以后, 元朝内乱不已, 大

都朝廷对东南的控制日益遭到削弱,各股地方势

力纷纷兴起,为抢夺地盘而不断混战,元朝后期的

这些战乱使杭州受到很大冲击。至正十九年

( 1359) ,历官江浙行省郎中的天台人刘仁本就有

诗云: /殄寇西湖十里头,庙堂成筭克神州。六桥

杨柳旌旗晚,两岸菱荷烟雨秋。壮士椎牛呼白酒,

将军系马醉红楼。却怜旧日笙歌地, 野水清寒满

髑髅。0¾寓居钱塘的遂昌人郑元祐经历了元末战
乱,深有感触: /瓦砾堆堆塞路坳, 胜游巷陌尽蓬

蒿。祠宫地卧驼鸣喝, 秘殿春扃马矢臊。山色无

如今度惨,潮头可似昔时高。王师贵在能安集, 岂

必兵行血渍刀。0 /往来都是石尤风, 身境俱忘逆

顺同。镜里转增双鬓白, 花前仍是小桃红。莫惊

天地军麾满,尚喜江湖客棹通。杨柳吹绵春又暮,

赋诗愁杀杜陵翁。0¿

这些文人墨客诗文对杭州的描绘, 固然有修

饰夸张的成分,但是作为变乱岁月的亲历者,他们

所记述的景象,却也是艰难时期杭州城市的实态。

4.春风又绿江南岸: 恢复与发展

去掉元初和元末两头之后, 在十四世纪上半

叶这个元代相对稳定的时期里,经过一段时间的

恢复与发展,加上原有的南宋的基础,杭州尽管经

历了动荡,也还是展现出一幅美丽的城市化图景,

与其他城市相比,显得相对繁荣。

至元年间担任江浙行省处州路总管、后为行

省左丞的李朵儿只谈到, /本处所产荻蔗, 每岁供

给杭州砂糖局煎熬之用。糖官皆主鹘回回, 富商

也, 需索不一, 为害滋甚 0, 所以, 他 /一日遣人来
杭果木铺买砂糖十斤, 取其铺单, 因计其价, 比之

官费有数十倍之远,遂呈省革罢之。又箭竹亦产

处州,岁办常课军器,必资其竹,每年定数,立限送

纳杭州军器提举司。0À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 当

时杭州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要靠外路供给调度, 其

供养型的城市化特征可见一斑。因此, 从行在变

成行省省会之后,杭州的政治地位虽然因改朝换

代而下降,但其经济上的重要性仍然不减。张之

翰送宛平人李士传赴江浙行省担任省掾时就说,

/莫惜辞燕远入吴, 圣朝南北混车书。四千里是

两都会,三百年开一坦途。簿领定应谈笑了,宴游

多在治安余。西湖烟景钱塘月, 尽作归舟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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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Á在他看来, 杭州和大都是当时全国南北的

两大都会,实力相当, 而杭州的文化强势也强烈地

吸引着士人。家住钱塘的大兴人曾瑞, /自北来

南,喜江浙人才之多, 景物之盛, 因而家焉。公神

采卓异,衣冠整肃,优游于市井,丽然如神仙中人。

志不屈物,故不愿仕, 因号褐夫。江淮之达者, 几

时馈送不绝, 遂得以徜徉卒岁。0Â大都人关汉卿

所描绘的杭州印象更具代表性:

  普天下锦绣乡, 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

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

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 一閧

地人烟凑集。

=梁州>百十里街衢整齐, 万余家楼阁参

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松轩竹径, 药圃花

蹊,茶园稻陌, 竹坞梅溪。一陀儿一句诗题,

行一步扇面屏帏。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 吴

山色千叠翡翠。兀良望钱塘江万顷玻璃。更

有清溪、绿水,画船儿来往闲游戏。浙江亭紧

相对,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堪羡堪题。

=尾 >家家掩映渠流水, 楼阁峥嵘出翠

微,遥望西湖暮山势。看了这壁, 觑了那壁,

纵有丹青下不得笔。
�lv

作为一个北方人, 关汉卿眼中对江南城市的感触

自有一番新鲜感。在他的描写中, 杭州城市街景

的布局,人多地少的现实, 城市的拥挤状况,已清

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确实,在杭州经济文化的相对繁荣的同时,这

座城市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元朝后期的陶宗仪记

载,后至元年间 ( 1335- 1340 ), 杭州城内行省政

府机构旁边也紧邻着三十余家人户, 城市空间的

狭小拥挤可见一斑。所以, 当时的杭州向上获取

城市空间, 形成 /高楼林立0的城市格局。 /杭州

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 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

所居。一日,娶妇, 其婚礼绝与中国殊,虽伯叔姊

妹,有所不顾。街巷之人, 肩摩踵接, 咸来窥视,至

有攀缘檐阑窗牖者。踏翻楼屋,宾主婿妇咸死,此

亦一大怪事也。0�lw
正因为如此, 元朝地方官府不

得不出台一些政策措施,加强对城市街面的管理。

/中正桥,俗称斜桥, 自此而南, 至正阳门, 为宋时

御街, 长一万三千五百尺, 旧铺石板,衡从三万五

千三百有奇。咸淳七年,安抚潜说友易其阙坏者,

凡二万幅,然后经涂九轨, 砥平矢直。至元时, 两

岸民居,稍稍侵切, 然绰楔无敢跨街建者。0于是,

一幅看似协调的城市图景逐渐显现。吴山, /其陟
山之径,有门曰 -登高览胜 . ,石磴斗折, 可数百级

许,元时平答剌罕脱欢所甃也。立而环眺, 则官司

廨署,卫镇崇严;阛阓街衢,红尘雾起;市声隐赈,漏

尽犹喧;道院僧庐,晨钟暮鼓;青楼画阁, 杂以笙歌。

升其巅,则缥缈凌虚,碧天四匝, 山川包界, 脉络缕

分。或昂而为首,或穹而为脊,或掉而为尾,若乱若

联,运掌可数。0故而时人有诗: /山椒翚构四垂宽,

上相旌旗会览观。旁近江湖天广大,上连星斗界清

寒。龙宫永锁函书閟,凤岭重嗟苑树残。此际独无

云蔽日,正宜翘首望长安。0/仙居时复与僧邻,帘幕

人家紫翠分。后岭楼台前岭接, 上方钟鼓下方闻。

市声到海迷红雾,花气涨天成彩云。一代繁华如昨

日,御街灯火月纷纷。0�lx

5.民俗习气:奢靡之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元代, 杭州作为南方

都会城市之一,其自身孕育出来的风土人情亦有

别样感觉。据方回描述杭城郊外: /阔衣男子荷
薪樵,瘿颈妇人昂髻髫。巨石塞途饶荦确,荒村扃

户故萧条。水风骚屑雨非雨, 溪涧复重桥复桥。

授粲割鲜何敢望, 尚无漓酒与侬浇。0 /富有大山
无广川,积多冢树少炊烟。绝奇车盘岭上石,稍阔

走马平东田。竹筐晒谷争晴日,瓦瓮淹虀及冻天。

未信苏湖万顷室, 数家荞穄树头悬。0�ly郑元祐送
长洲人沈右游玩杭州时写道, /钱唐湖上水西头,

历历山人旧钓游。相府犹余秋水观, 酒旗多挂夕

阳楼。春喧车马松间寺, 夜载笙歌月下舟。见说

于今总消歇,休文到日重凄愁。0�lz
如上陶宗仪5南

村辍耕录 6所描述的, 杭州城中存在着回回社区,

为这座南中国的汉式城市带来了异域风情习俗,

使它更具新的活力。如城中有回回人所建真教

寺, /在文锦坊南, 元延祐间, 回回大师阿老丁所

建。先是,宋室徙跸,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从

驾而南。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

间,而杭州尤夥,号色目种。隆准深眸, 不啖豕肉,

婚姻丧葬,不与中国相通。诵经持斋, 归于清净。

推其酋长统之, 号曰满剌。经皆番书, 面壁膜拜,

不立佛像,第以法号祝赞神祇而已。寺基高五六

尺,扃鐍森固, 罕得阑入者,俗称礼拜寺。0�l{

尽管如此,当时人们对于大城市杭州风俗的

批评也不绝于耳。舒頔送钱塘人杨遵之弟杨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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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 /钱塘为东南大都会, 湖山之胜概, 阛阓之

靡侈, 岛屿外国珍奇诡异之物,莫不于是焉集,可

谓甲于天下矣。然而习俗之巧而儇,亦非他处所

可及者。予昔谒选薇垣, 客开元宫, 与客泛舟湖

上,过南高峰,访前朝遗迹, 俯江楼, 观海门, 潮势

亦天下一奇。见齐衰者未尝不伤悼, 而嗟叹之,及

归,复睹其盛饰庖馔嬉笑如寻常人。噫! 习俗之

儇,抑至斯耶? 五代之风尚流于今耶? 晋阮籍负

才放旷,居重哀废礼, 何曾责之。虽然,干戈扰攘

后,足迹不至者,今亦廿载余, 不有变而复于古者

乎? 余耄杜门谢世事,忽沈良卿告予曰,吾友杨迪

丁父艰,将归钱塘。予因有感而道焉,不知钱塘习

俗犹如昔乎? 侈靡之犹如昔乎? 予不得而知

也。0他希望好友不要 /蹈陋俗, 袭颓风, 混于

众 0。�l|当时有所谓 /杭州风0者。 /盖杭俗浮诞,轻

誉而苟毁,道听涂说, 无复裁量。如某所有异物,

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 一人倡之, 百人和之,身

质其疑,皎若目睹,譬之风焉,起无头而过无影,不

可踪迹。故谚云: -杭州风, 会撮空。好和歹, 立

一宗。. 又云: -杭州风, 一把葱。花簇簇, 里头

空。.又其俗喜作伪, 以邀利目前, 不顾身后,如酒

搀灰, 鸡塞沙,鹅羊吹气, 鱼肉贯水, 织作刷油粉,

自宋时已然,载于 5癸辛杂识6者可考也。0�l}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背景下,城市环境所催生

出来的一些奢靡之风, 确实会引起一些自然朴素

主义者的反感。而在太平日子向变乱岁月的急剧

转型中,这些风气的消极影响就彻底暴露出来。

/杭民尚淫奢,男子诚厚者十不二三, 妇人则多以

口腹为事,不习女工。至如日用饮膳,惟尚新出而

价贵者,稍贱便鄙之, 纵欲买又恐贻笑邻里。至正

己亥冬十二月, 金陵游军斩关而入,突至城下,城

门闭三月余,各路粮道不通, 城中米价涌贵,一斗

直二十五缗。越数日,米既尽, 糟糠亦与常日米价

等,有赀力人则得食, 贫者不能也。又数日, 糟糠

亦尽, 乃以油车家糠饼捣屑啖之。老幼妇女, 三五

为群, 行乞于市,虽姿色艳丽而衣裳济楚,不暇自

惭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妇、兄弟,结袂把臂, 共沉

于水, 亦可怜已。一城之人,饿死者十六七。军既

退,吴淞米航凑集,藉以活,而又太半病疫死。岂

平昔浮靡暴殄之过, 造物者有以警之与? 0�l~
这样

的记载无非就是警示人们,淫逸、奢侈、滑巧之风

不足为取。

6.天灾人祸:水火无情

正如谢和耐所论,南宋时期杭州面临着一些

灾害问题,这些问题到了元代依旧十分严重,尤其

当时人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这些突发灾害

时。这里也涉及到一个城市生活的自然环境问

题。杭州位于钱塘江之滨,城内河道密布,这是水

路交通发达一个有利条件, 但也埋下了水患的问

题。 /西湖湖外水,汹涌入城流。比户升高阁, 通

衢塞大舟。学泅儿辈喜, 绝爨老夫忧。会见蹄涔

涸,鱼虾悔浪游。0 /今日檐仍滴,何人胆不寒。晒

帆船尚湿, 扫市路才干。造化为机转, 生灵死命

完。传闻睦东馆, 楼阁付惊湍。0 /乃者黄梅近, 朝

朝以雨书。将无作人鲊, 孰不困河鱼。近郡淹城

郭,连村浸室庐。何当与奇术, 辟榖驾飞车。0另
外,海溢也让杭州城的用水面临考验。城市建筑

密集的一大隐患便是火灾的发生,这在宋代已经

对杭州构成威胁,元代亦是如此。据方回记载, 有

一年的大火烧了一整夜, 将杭州花巷寿安坊焚

尽。
�mu
而元朝后期杭城的两次大火尤其厉害。 /至

正辛巳暮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只理瓦台入

城之任之日, 衣红, 儿童谣曰: -火殃来矣。.至四

月十九日,杭州灾,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万五千

七百五十五间, 烧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

日,又灾, 尤甚于先, 自昔所未有也。数百年浩繁

之地,日就凋弊,实基于此。0�mv政府不得不着手建
立对火灾预警的应对机制。 /这个城市的每一条

街道,都有一些石头建筑物和楼阁。由于街上其它

房屋都是木质结构,失火事件频频发生。所以一有

火警,居民们可以将他们的财产,移到这样的建筑

物中去,以便求得安全0。 /如果遇到火警, 巡逻兵

击响木梆,发出警报。于是,在一定距离内的卫戍,

立刻纷纷集合前来救火。同时把商人或其他人的

财产,转移到上面提到的建筑物中去,以免遭受损

失。有时,物品也用船运到湖中的岛上。居民们如

果遇到夜间发生火灾,也不敢随便跑出家门。只有

那些自己的物品正在被搬动的人和被召集来帮助

的守卫兵,才能在现场逗留。虽然这样严格限制,

在场人员也常常不下一二千人。0�mw灾害之后, 城市

民众就要面对饥荒和疫病的威胁了。

明代陈善对元代杭州遭遇的灾害有叹: /昔

世祖命人筮杭盛衰, 占其不久将荆棘,后果郁攸为

孽,井邑萧条, 人遂谓占者奇中。嗟夫, 上火政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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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下宵备靡戒, 此实人事,岂独天道哉。0�mx
点出

了造成灾害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 /人事0。
7. 乱世再造:扩城活动

中国古代的城墙, 在某种意义上是界定城市

城区的标尺,它的移动和变化直接影响着这个城

市扩大或缩小。元朝推翻南宋后, 一度下令拆毁

各地的城墙。 /元混一海宇, 凡诸郡之有城郭,皆

撤而去之, 以示天下为公之义0。�my /天兵下襄樊,

沿江诸城或降或遁, 不数月而社为墟。曩之治险

蓄兵, 其胜安在? 今天下一统, 城郭沟池悉废为耕

艺,而中土之兵分翼镇守。0�mz蒙元崛起于大漠,几

乎没有修建城池的传统。再者, 蒙元在征服中原

的过程中,感到敌方城墙对于蒙元军队的进攻确

实是一种障碍,所以元初朝廷下令毁坏城墙, 以期

迅速扑灭各地的反元势力,削弱他们的抵御能力。

不过, 一旦元朝政权的统治开始稳固之后,地方上

要求重新修复城墙的呼声日益高涨, 以确保各地

的长治久安。杭州城在元初因未得修缮而日毁,

可是它的扩展却发生在动乱不已的元朝后期。导

致杭州扩城的关键人物,恰恰是一位动摇不定的

叛军首领 ) ) ) 张士诚。

5西湖游览志 6等书载: /凤山门, 在城南, 与

北关门对,俗称正阳门。又东南二里许,宋有嘉会

门,南迎凤皇山为禁垣, 北阙有和宁门。入和宁

门,透大内, 直南,有丽正门。杭州城垣,创于隋杨

素者, 周广三十六里有奇。广于钱镠者, 七十里。

元时, 禁天下修城,以示一统,而内外城隍,日为居

民所平。至正十六年, 张士诚陷姑苏, 据浙西五

郡。十九年, 发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夫复筑

焉,昼夜并工, 三月而完。城周六千四百丈有奇,

高三丈,厚视高加一丈而杀, 其上得厚四之三焉。

旧城包山距河, 故南北长时则自艮山门至清泰门

以东, 视旧则拓开三里,而络市河于内。自候潮门

以西, 则缩入二里,而截凤山于外。礼部尚书贡师

泰为之记。明兴,遣曹国公李文忠将兵取杭州,守

将潘元明纳款, 城隍皆如元旧。0 /旧城基, 元时禁

天下修城,故杭城日毁。至正十九年,张士诚据两

浙,改筑杭城,自艮山门至清泰门,展出三里, 而络

市河于内, 此其旧基也0。�m{ /东西比旧差广, 门仍

一十有三0, 东无便门、保安二门, 北增天宗、北新

二门, 南嘉会门改曰和宁门。
�m|

一些重要的寺庙道观等宗教设施也是在元末

的扩城活动中被围入城区的。景隆观, /元末筑

城,移入城内, 寻毁于兵 0。演教寺, 在吴山东北

半里许, /张氏展城, 围入 0; 水陆寺, 在狮子巷,

/寺故在城外, 张氏展城, 围入 0; 慈云寺, 在高阳

闾巷, /旧在新门外, 元至正间展城, 围入 0; 惠林

寺,在蒲场巷, /元至正间展城, 围入, 寻毁 0。�m}张

士诚的扩城活动对拓展杭州城市空间有一定的作

用,也对明初杭州城市布局产生一定影响。

在对元代存有偏见的一些明代人眼中, 杭州

自 /恭帝南迁, 九庙无主; 元人一炬, 可怜焦土。

自后杨琏真伽乃即其故址建五寺, 张士诚筑城, 又

并寺基,废之。即今陵谷变异, 城阙丘墟, 虽都人

遗老有不能道址之所在者矣。0�m~
然诚如有学者指

出的那样,元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颇

为特殊的时期。从全国来看,由于政治中心的北

移,有力地推动了部分北方城市的复兴,尤其是都

城大都周围,同时,边疆地区也涌现了不少繁华的

城市。但另一方面, 由于蒙元贵族的统治阻碍了

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也对各地城市产生了诸多

消极的影响。因此, 从总体上讲,这个时期全国城

市的发展,无论是经济还是市政建设都没有超越

宋代的水平,许多城市的所谓 /繁华 0实际上属于

恢复性的发展, 或是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从浙江

地区来看,虽然其城市的发展仍然走在全国各地

前列,特别是以杭州为代表的部分城市继续保持

相当程度的繁荣,但与南宋时期相比,在总体上已

经开始明显地呈现出停滞的迹象。不过, 与同期

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还是相当繁荣的,特别是在对

外贸易和市镇经济方面, 甚至超过了南宋时期的

水平。
�nu
本文将元代杭州定位为相对繁荣, 其义归

纳补充如下: ( 1)相对于同一时期元代江南其他

城市而言,杭州是繁荣的。 ( 2)相对于南宋时期

而言,元代杭州的发展道路经历几次曲折和反复:

¹宋元之交的杭州未遭受军事战争的重大创伤,

但朝代更替引起的地位降格导致社会动荡、经济

衰退; º元明之际的杭州受到战乱的冲击,发展势

头受阻,比宋元之交要严重得多, 所以, 夹在 /中

间0的恢复性发展促成的繁荣是有限的。

注释:

¹ 刘东译,北京大学 2008年版。又台湾马德程译为

5南宋社会生活史6,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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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参阅5南宋史研究丛书6系列成果。关于元代杭州

的细部研究的著述亦不少, 兹不赘举, 但相对于南宋时期

而言, 仍较为薄弱。

» [宋 ]吴自牧: 5梦粱录6卷 135团行6, 浙江人民出
版社 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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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WhatAesthetics Goes for0? ( 83)

Gong Baolong ( Zhejiang Un iversity, H angzhou 310027)
Abstract: The battle o f ph ilosophy and art needs the reconc iliation o f re lig ion o r aesthetic. Indeed, hu-

man is human him self whomust confront lifew orld. As a matter o f fac,t w hen life is saved, the relat ion be-

tw een poem and ph ilosophy is in harmony. And at th is tim e, aesthetic is expressing the sorrow of life and sou.l
In the end, the notion Idea from Repub lic is w ait ing for the courage of human. s sp 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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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 Jiang- Nan peop le thought that the life of people com e from na ture and then returned to nature, the idea l

of life lay in liv ing and being g lory w ith great un iverse together, and w as f ine as / fairy in the flow er0, but peo-

ple shou ld construct a / fa iryland0 home that could fu lly acqu ire support of g reat natural forces to carry out th is

target. Some people balanced the pressure that come from c iv ilizat ion in the city by nature, other people began
to quest construct ing / forest in the city0 when urbanizat ion and industry business started to pound at the dream

of people. s Shangr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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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here has formed a women. s literature netw ork crossing blood, fam ily and reg ion in 17 th cen-

tury o f Jiangnan. They construct the ir own literary field. In th is field, w omen. s literature dissem in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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