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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 A13

说说静静 河 洛 运河南端寻南宋
□洛报融媒记者 杨文静 见习记者 温若瑄 通讯员 张洋帆 文/图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金人废宋

钦宗为庶人，北宋灭亡。五月，宋高宗赵构在应天

府（今商丘）即位，建立南宋，改元建炎。十月，金

兵南侵，宋高宗沿运河逃到扬州，并称扬州为行

在，即朝廷巡幸的临时驻地。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二月，金兵南下逼近

扬州，正在行宫作乐的宋高宗忽接奏报说金兵已

到，吓得仓皇上马，“被甲驰幸镇江府”，身边只有

武将王渊与宦官康履等人护驾。到了镇江，堂堂

天子寄宿镇江府衙，连寝具都没有，就靠随身携带

的一张貂皮半铺半盖。

王渊认为，暂驻镇江不如去杭州，杭州有两道

江河相隔，形势险要，比较安全。宋高宗遂由运河

入杭，接着置行宫于杭州，升州为临安府。绍兴八

年（公元1138年），南宋定都临安。

杭州曾经只是吴郡郡治吴县（苏州）与会稽郡

郡治山阴（绍兴）两大城间的山中小县。隋代开通

大运河，杭州成为运河南端，这一格局才发生根本

转变。畅达的交通和优越的区位使杭州迅速发展

为东南翘楚，运河带来的便捷也是杭州成为南宋

都城的重要原因。

金人攻陷开封后，艮岳被毁。宋高宗将杭州

城的东北门起名为艮山门，饱含对故土的思念。

2 宋室南渡，定都运河南端

如今走在杭州街巷里，常见巷口挂有条幅，上

书“吃面进巷”。在杭州，你几乎找不到一条没有

面馆的街。身处“鱼米之乡”，杭州人吃面的“基

因”是打哪儿来的？

随着宋室南迁，中原世家大族纷纷南下，他们

将河洛地区吃面食的习惯带到江浙，影响了杭州

人的饮食习惯。南宋杭州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

说，“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

淆，无南北之分矣”，当时杭州面食品类繁多：三鲜

面、鱼桐皮面、盐煎面、笋泼肉面、炒鸡面、抹肉银

丝冷淘……北方“面条帝国”的疆界扩张到了

杭州。

杭州最具名声的面点莫过于片儿川。片儿川

的“儿”字，也与中原语言风俗南传有关。杭州有

一条小巷叫孩儿巷，“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

卖杏花”，据说南宋诗人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就

作于孩儿巷内的南楼。

杭州还有一道传统名菜叫宋嫂鱼羹。《梦粱

录》就提到南宋杭州名菜“钱塘门外宋五嫂鱼

羹”。宋末元初，周密作《武林旧事》追忆南宋都

城风貌，讲到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三月十六

日，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登御舟游西湖，召见西湖

边的买卖人，“时有卖鱼羹人宋五嫂对御自称东

京人氏，随驾到此”。宋高宗赐其钱、绢，“令后苑

供应泛索”。泛索是宫中供帝王用的点心，宋高

宗请宋五嫂吃点心，不知有没有尝尝宋五嫂的

鱼羹。

3 吃面进巷，来碗片儿川

先前无山先前无山，，而今无门而今无门，，巍巍石碑巍巍石碑，，宋史留痕宋史留痕

自隋炀帝开大运河至今已有1400多

年，如今，黄河以南运河大多仍在通航，隋

唐大运河南端起点杭州甚至在市内开通水

上巴士，其中7号线的8人座红色漕舫船

极具江南风情。

从梅花碑乘漕舫船到坝子桥，由坝子

桥向北穿过马路，古艮山门的石碑赫然在

目。纪录片《南宋》第一集开篇讲的就是艮

山门，说这里先前无山，而今无门，一旁流

淌不息的大运河通向遥远的北方，“艮山”

二字，就来自北宋开封的“艮岳园”。

在八卦中“艮”象征山，艮岳园是宋徽

宗在开封城东北建造的皇家园林。相传他

初登基时没有子嗣，为求多子多福，便听道

士建议，将宫城东北隅地面抬高堆山，建了

艮岳园。

为建艮岳园，宰相蔡京在江浙一带设

应奉局搜罗奇花异石。小说《水浒传》中，

青面兽杨志本是将门之后，却因先失花石

纲，再失生辰纲，不得不落草为寇。按小说

描述，生辰纲是梁中书送给岳父蔡京的寿

礼，花石纲则是从江南往开封运送奇花异

石的船只编队，十船一组，称为一纲。

花石纲多时，应奉局会强行征用漕船

和商船，不仅破坏运河漕运——北宋王朝

的生命线，而且引发了方腊起义，为北宋灭

亡埋下伏笔。

在杭州，路过古艮山门碑，想起北宋开

封的艮岳园；在杭州，进巷吃一碗片儿川，

想起河洛的家乡饭；大运河贯通南北，连起

东南翘楚与厚重中原。

1 从艮岳园到艮山门

老妪吹篪

洛洛河河 典 故

□洛报融媒记者 杨文静

篪，看到这个字，你想到的第一

个读音是什么？

这是一个上下结构的汉字，上

为竹字头，下为虒。虒音同丝，《说

文解字》中称，虒为“虎之有角者”，

《广韵》中解释：“虒似虎，有角，能

行水中。”“虒”看起来确实像老虎

头上长了角，角上再加竹字头，就变

成了篪。篪音同池，这就跟老虎没

关系了。

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

篪是长在湘水流域山上的一种竹

子，名为篪竹。在《诗经·小雅·何人

斯》里，篪是一种管乐器，外形像笛

子，有八个孔。“伯氏吹埙，仲氏吹

篪”，一个吹埙，一个吹篪，音韵和

谐，兄弟和睦。

春秋时期，楚国人伍子胥逃至吴

国，生活艰苦，无以糊口，于是光着膀

子走上街头，“鼓腹吹篪，乞食于吴

市”，把肚子当鼓，击腹打拍子，吹篪

乞讨，后世行乞便学伍子胥吹篪。

到了北魏，河间王元琛出任秦

州刺史。秦州地区诸羌叛乱，元琛

奉命征讨，无奈屡战不胜。《洛阳伽

蓝记》中说，元琛富得流油，家里养

了三百个女歌舞艺人，个个国色天

香，其中有一个叫朝云的婢女，“善

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而

《陇上声》是甘肃各族传统乐舞……

元琛灵机一动，给朝云派了个艰巨

的任务。

元琛让朝云假扮成贫苦老妪，

到羌人叛乱的地方吹篪行乞。听见

街头响起家乡的曲子，哀婉动人，见

是个白发苍苍、瘦削佝偻的老妇人

在吹篪，羌人一个个想起了家乡，儿

不在家，母亲过得可好？有人流着

泪问身边的伙伴：“何为弃坟井，在

山谷为寇也？”咱为啥要离开故土，

跑到山谷里为寇？于是纷纷归降。

当地百姓便说：“快马健儿，不

如老妪吹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