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长安作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都城，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长安情结油然

而生。长安情结是人们对于汉唐盛世的向往和对于长安正统地位的认同。北宋时期，统治者定都汴

京，长安失去了都城的地位，逐渐变得荒凉。南宋时期，长期被人们视为正统之地的长安被金军占

领，让宋人痛心不已。两宋时期，宋人在处理民族事务上屡次受辱，使得宋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

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挑战，而汉唐盛世时期的长安则是宋人的最佳精神寄托，使得长安超脱了简单的

地理概念，成为了宋人渴望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的象征，因此，相比前人，宋人的长安情结更加鲜

明，而且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宋人这种独特的长安情结在宋人的诗词中，表现的十分明显。

关键词：长安情结、宋诗、宋词、陆游、辛弃疾

宋代之前，长安作为我国古代最主要的都城，是汉唐盛世时期的中心，象征着中国封建时代的

最高峰，代表着国力的强盛，经济文化的繁荣。因此历代文人墨客都用了大量的笔墨对长安进行书

写，宋代诗词也是如此。宋代诗词不仅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也是宋人对现实生活

的反映。两宋时期，虽然长安不再作为都城，但是宋人对于长安的书写仍然具有很大篇幅。但是同

时期，宋人关于汴京和临安的书写则极为少见。以全宋词为例，全宋词１中，直接出现“长安”的词

句有319首，约占全宋词的1.5%。而相比之下，全宋词中，出现“临安”的词句只有15首，出现“汴

京”的更是只有2首，远低于同时期长安的书写。宋人忽视当朝都城汴京和临安，以如此大的篇幅书

写一个地方城市，这是极其罕见的。而这其中的缘由，与宋人独特的长安情结是密不可分的。长安

情结自古就有，是人们对于汉唐盛世的向往，对于长安正统地位的认同。但是宋人的长安情结对前

人的长安情结既有继承，又有新的发展。一方面，从时代上，宋代与唐代相隔不远，宋人对大唐盛

世时期的长安有很深的感触，而两宋时期长安逐渐衰落，令人唏嘘不已，因此这一时期，对长安的

怀古凭吊成为宋代诗词的一大主题。另一方面，两宋时期，宋人在处理民族事务上，屡次受辱，而

长安正是宋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的最佳精神寄托，这一点在中原和关中之地被金军占领之后

显得更加突出。最后长安在宋人心中，超脱了普通的地理概念，成为了民族富强、国家统一的象征。

近年来，从诗词角度研究古代社会状况有所兴盛，但是过去人们在诗词的研究过程中，多是从

文学的角度去解读诗歌本身，与史学的联系相对较少。本文将力求将宋代诗词与史学相结合，从宋

代诗词的角度去解读宋人独特的长安情结。

从诗词窥探宋人的长安情结

雷　　　小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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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词中，关于长安的书写有一部分是单纯的描述长安地区的景色、事物，其中包所含的深

层思想较少，因此在本文中，这类诗词将涉及较少。本文主要讨论的诗词内容包括三大部分，第一

部分是宋人对长安的怀古凭吊，第二部分是南宋时期，宋人痛失长安，渴望收复国土，第三部分是

长安的象征意义。

一、宋人对长安的怀古凭吊

北宋时期，统治者定都汴京，长安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北宋时期的长安，经唐末和五代时

期的军阀混战，屡次遭受焚劫，早已破旧不堪。南宋时期，过去名扬四海的长安城已经被金国所统

治，沦为异邦。宋金对峙，长安是双方作战的前沿阵地之一，遭受破坏的程度尤甚。从唐到宋，短

短时间内，昔日的盛世景象变成了今日的衰败情景。因此，宋朝时期，当人们再次看到汉唐盛世时

期的遗迹时，不禁让人感叹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令人唏嘘不已。因此宋人对长安的怀古凭吊在宋

代诗词中占据很大的篇幅。北宋时期有：

周邦彦的《西河》：“追思唐汉昔繁华，断碑残记。未央宫阙已成灰，终南依旧浓翠。对此景、

无限愁思。绕天涯、秋蟾如水。转使客情如醉。想当时、万古雄名，尽作往来人、凄凉事。”２

王禹偁的《杏花》：“长安废弃迁都后，曲沼荒凉一梦中。见说旧园为茂草，寂寥无复万枝红。”３

王珪的《平调》：“游人重到曲江头。事往涕难收。空余御幄传觞处，依旧水东流。”４

苏舜钦《览含元殿基因想昔时朝会之盛且感其兴废之故》：“在昔朝元日，千门动地来。方隅正

无事，辅相复多才。……虽念陵为谷，遥知祸有胎。青编遗迹在，此地亦悠哉。”５

惠崇《游长安诗》：“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６

南宋时期的有：

康与之的《菩萨蛮令 长安怀古》：“秦时宫殿咸阳里。千门万户连云起。复道亘西东。不禁三月

风。汉唐乘王气。万岁千秋计。毕竟是荒丘。荆榛满地愁。”７

康与之的《诉衷情令 长安怀古》：“阿房废址汉荒丘。狐兔又群游。豪华尽成春梦，留下古今

愁。君莫上，古原头。泪难收。夕阳西下，塞雁南飞，渭水东流。”９

李献甫的《长安行》：“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向

来百二秦之形,袄今百二秦之名。”９

陈规的《过骊山》：“丰镐无由问故基,三章只见黍离诗。而今多少华清石,都与行人刻艳词。”10

刘辰翁的《八声甘州》：“记前朝、鹤会又重来，攀翻第三桃。看云华授策，麻姑擘脯，嬴女吹

箫。寻思曲江旧事，宫锦胜龙标。奏罢清华梦，独立春宵。”11

汪元量的《好事近》：“独倚浙江楼，满耳怨笳哀笛。犹有梨园声在，念那人天北。海棠憔悴怯

春寒，风雨怎禁得。回首华清池畔，渺露芜烟荻。”12

从上文可知，宋人对长安的怀古凭吊，主要是通过汉唐盛世时期，代表长安繁荣、宏伟的标志

－148－ －149－



性宫殿或景区来体现的，典型的宫殿和景区如下。

未央宫：未央宫是西汉王朝最主要的皇宫，也是西汉王朝两百余年政治统治的枢纽。西汉王朝

时期，未央宫金碧辉煌、宏伟壮丽。西汉之后，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都曾将未央宫作为

皇宫。直到唐朝，未央宫仍在使用，武宗时期还曾对其进行过修葺13，之后未央宫由于缺乏管理，逐

渐废弃，宋代时期已经逐渐成为废墟。上文中，周邦彦的《西河》、惠崇《游长安》就是通过未央宫

来表达对长安的怀古凭吊。

华清宫：唐代君主有在宫殿之外修建离宫别苑的习惯，其中以华清宫最具代表。华清宫位于骊

山北麓，以温泉汤池著名。唐玄宗喜好华清宫，先后数十次到达华清宫，并在此大兴土木，使其成

为长安城东最大的离宮。安史之乱之后华清宫便开始衰败，由于缺乏维修，后世君主很少至此，后

晋时期更是将华清宫赐予道士，因此到北宋时期，华清宫早已是破旧不堪，荒草丛生。上文中，陈

规的《过骊山》、汪元量的《好事近》就是通过华清宫来表达对长安的怀古凭吊。

曲江：唐朝的长安城外，河流环绕，风景秀丽，加之人工的精细雕琢，形成了多处风景区，其

中曲江池是唐长安城内最著名的风景文化景区，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僧侣，都爱聚集于此。唐

代新科进士及第，都爱在此庆祝，曲江流饮成为美谈。因此曲江也是大唐王朝繁荣的重要标志。宋

朝时期，由于长安地位的下降，曲江的盛景不再，池水甚至逐渐干涸，被开辟为农田。上文中，王

禹偁的《杏花》、王珪的《平调》、惠崇《游长安》、刘辰翁的《八声甘州》都是通过曲江来表达对长

安的怀古凭吊。

此外，含元殿、玉华宫、终南山、定昆池等，都是宋人表达对长安怀古凭吊的重要依托物。

两宋时期，都有大量诗词，通过汉唐盛世时期标志性事物的前后变化，表达宋人对长安的怀古

凭吊，而且这类诗词都是以抒情为主，感叹事物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

北宋和南宋的凭吊诗词中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北宋凭吊诗词中，写景的成分相对较多，而且多写实

景。而南宋时期的凭吊诗词中，写景的成分更少，除了表达长安景象今非昔比之外，也更多地流露

出对当时时局的担忧。

二、南宋时期，宋人痛失长安，渴望收复国土

南宋时期，金军大举南下，南宋大量国土沦陷，富平之战之后，包括长安在内的关中之地完全

沦为金军的统治。自古以来，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之地就被人们视为正统之地，对于长安的失陷，

南宋官民是痛心疾首的。因此这一时期，呼吁南宋政府励精图治北伐，甚至期望亲自杀敌报国成为

了时代的浪潮。这一时代浪潮在南宋诗词中表现的也是十分明显。

以陆游为例，陆游出生第二年，就爆发了靖康之难，少时受家庭影响，形成了忧国忧民的爱国

主义思想。中年时入川，并投身军戎。政治上，陆游坚持主张抗金，并将关中之地视为汉人的根基

之地，多次建议定都关中，这些思想在他的诗句中也有涉及。如《山南行》：“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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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14，《醉题》“代北胡儿富羊马，江南奇士出菰芦。何

由亲奉平戎诏,蹴踏关中建帝都”15，《感事》“鸡犬相闻三万里,迁都岂不有关中？广陵南幸雄图尽,泪

眼山河夕照红。”16　对于关中之地的失去，陆游也是痛心疾首，多次表达自己的悲愤之情。如《感

皇恩》：“小阁倚秋空，下临江渚。漠漠孤云未成雨。数声新雁，回首杜陵何处。壮心空万里，人谁

许！”17《闻虏乱有感》：“前年从军南山南，夜出驰猎常半酣。玄熊苍兕积如阜，赤手曳虎毛毵毵。

有时登高望鄠杜，悲歌仰天泪如雨。头颅自揣已可知，一死犹思报明主。”18　为了收复关中之地，陆

游也数次与金军在大散关等地进行交战。写下了大量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诗句。如《书愤》：“楼船

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19《岁暮风雨》：“独骑洮河马，涉渭夜衔枚。”20　但是由于南宋政府的

总体战略一直是偏安一隅，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决心北伐，陆游空有一腔热血，终究无法施展，

让人无限感叹。如《观长安城图》：“许国虽坚鬓已斑，山南经岁望南山。横戈上马嗟心在，穿堑环

城笑虏孱。日暮风烟传陇上，秋高刁斗落云间。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21《书事》：“关

中父老望王师，想见壶浆满路时。寂寞西溪衰草里，断碑犹有少陵诗。”22

陆游对于长安正统地位的认同，对于长安失陷后的悲痛，对于收复长安的渴望，以及抱负无法

施展的哀恸，代表着很大一部分南宋人的心声。除陆游外，这一时期，表现宋人渴望收复关中之地

的诗词还有：

方千里的《少年游》：“丹青闲展小屏山。香炉一丝寒。织锦回纹，生绡红泪，不语自羞看。相

思念远关河隔，终日望征鞍。不识单栖，忍教良夜，魂梦觅长安。”23

李曾伯的《水龙吟》：“旌旗才举，胡雏马上，闻风西走。一点阳春，无边德泽，淮山长久。待

官军，定了长安，貂蝉侍、未央酒。”24

胡世将的《酹江月》：“神州沉陆，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半壁。

塞马晨嘶，胡笳夕引，赢得头如雪。三秦往事，只数汉家三杰。”25

由上文我们可以发现，由于长安被金军占领，这一时期，宋人关于长安的书写中，战争诗词明

显增多。甚至很多诗词的作者本身就是宋金川陕战争的参与者。上文说道，陆游中年时曾入川，投

入四川宣政使王炎门下，为其出谋划策，甚至多次上战场，与金军战于散关等地。胡世将更是曾经

担任川陕宣抚使，多次指挥宋军与金人正面作战。

三、长安的象征意义

长安的象征意义在宋朝之前其实就有所体现。由于长安是中国汉唐盛世的见证，聚集着全国的

人力、物力、财力，因此长安意味着国力的强盛和文化的繁荣。唐朝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

无数寒门子弟在长安取得功名，因此长安又成了成功的代名词，是每一位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

向往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说，长安在宋朝之前多为实指，以地理概念为主。

进入宋朝之后，长安除了作为地理概念之外，更升华成了一种符号，一种象征。这些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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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是从前朝所继承过来的，例如用长安道代表仕途，用日近长安远代表仕途不得志，用曲江宴

饮代表新科进士及第。典型的诗词有：

晁端礼的《蓦山溪 轻衫短帽》：“轻衫短帽，重入长安道。屈指十年中，一回来、一回渐老。”26

宋无名氏的《忆王孙》：“长安此日知多少。日易见、长安难到。”27

李元膺的《蓦山溪》：“青嶂晚，碧云深，日近长安远。”28

欧阳修的《临江仙》：“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岐路，空负曲

江花。”29

秦观的《忆秦娥》：“曲江花。宜春十里锦云遮。锦云遮。水边院落，山下人家。”30

除此之外，长安在宋朝还有一种象征意义更具时代性，即用长安代指两宋时期的都城。北宋时

期，用长安代指汴京的诗词有：

苏轼的《沁园春・孤馆灯青》：“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

致君尧舜，此事何难？”31

苏轼的《西江月》：“昨夜扁舟京口，今朝马首长安。旧官何物与新官。只有湖山公案。”32

周邦彦的《苏幕遮・燎沉香》：“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

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33

南宋时期，用长安代指临安的诗词有：

郭应祥的《万年欢》：“佳气葱葱，望长安日下，鸾鹤翔舞。天祐皇家，当年挺生真主。”34

吴文英《三姝媚》：“又客长安，叹断襟零袂，涴尘谁浣。紫曲门荒，沿败井、风摇青蔓。”35

张炎《绮罗香》：“长安谁问倦旅。羞见衰颜借酒，飘零如许。谩倚新妆，不入洛阳花谱。”36

两宋时期，虽然国家经济十分繁荣，但是两宋政府在政治军事上的不作为，使得宋人在处理民

族事务上屡受屈辱，甚至数次处于亡国的边缘，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打

击。而另一方面，辉煌灿烂的汉唐盛世正好可以唤醒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的凝聚

力。因此两宋诗词多用长安去代指当朝都城，除了表达这是国家的权利中心或都城之外，显然承载

着作者希望祖国统一，国家强盛的情感。表明长安已经超过普通的地域概念，成为了都城的代名词。

两宋时期，用长安代指都城的情形中，有一类十分特殊，即南宋时期，用长安代指北宋的都城

汴京，典型诗词有：

辛弃疾的《菩萨蛮 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

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江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37

辛弃疾《满江红 送信守郑舜举郎中赴召》：“湖海平生，算不负、苍髯如戟。闻道是、君王著

意，太平长策。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38

刘克庄的《沁园春 答九华叶贤良》：“怅燕然未勒，南归草草，长安不见，北望迢迢。老去胸

中，有些磊块，歌罢犹须著酒浇。休休也，但帽边鬓改，镜里颜凋。”39

陈亮《贺新郎 寄辛幼安和见怀韵》：“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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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胡妇弄，汉宫瑟。”40

崔与之的《水调歌头 题剑阁》：“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41

刘仙伦《念奴娇 感怀呈洪守》：“吴山青处，恨长安路断，黄尘如雾。……天高难叫，若为得诉

忠语。追念江左英雄，中兴事业，枉被奸臣误。不见翠华移跸处，枉负吾皇神武。击楫凭谁，问筹

无计，何日宽优顾，倚筇长叹，满怀清泪如雨。”42

史浩《清平乐 游石头城》：“风流只解遗鞭。便好扬舲北伐，举头即见长安。”43

这类代指很有特点，其中的情感也更显复杂。汴京被金军攻破之后，宋徽宗和宋钦宗也被金军

掳走，中原立国以来，从未受过如此打击，宋人更是将靖康之难视为奇耻大辱，为了抹掉这段不光

荣的事实，南宋一朝甚至很少有相关方面的记载。但是另一方面，靖康之难已经深深烙在每一个爱

国人士的心中，南宋爱国诗人岳飞在《满江红》就写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44 

他们一直迫切希望收复汴京，一雪国耻。南宋时期，用长安代指北宋都城汴京的诗词多为战争诗词，

以辛弃疾及陈亮、刘克庄等辛派词人为代表，诗句慷慨激昂，风格悲壮豪迈，多以战场杀敌为主题。

而此处用长安代指汴京，也寄托了词人们太多的期望和抱负。这其中沉重的情感，显然不是汴京所

能承载的。而此类诗词中的收复长安，也绝不是仅仅是单指收复汴京，它包含着词人们对祖国统一

和国家富强的愿望与决心。

四、宋人长安书写的深层缘由

两宋时期，宋人以如此大的篇幅记述一个地方城镇，这其中是有深层缘由的。

1、唐宋时期，长安社会状况的变化

在宋代之前，长安作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古都，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十分重要的一笔。从周文

王建立丰京开始，至唐朝灭亡，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立都城，建都时间长达一千余年。长安位

于关中平原腹地，此地气候温暖湿润，河流众多，水源丰富，水利建设和农业经济发达，使得关中

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司马迁就曾经说过：“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

贡以为上田”45。除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之外，长安周边的地理形势也是十分险要。过去关中之地有

“百二”之说，形容关中地势显赫，只需两万人马就足以抵挡百万敌军，进可攻，退可守。西汉初，

刘邦曾准备将都城建在洛阳。但是大臣娄敬和张良都建议刘邦将都城建在关中。娄敬认为：“夫与人

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胜。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46 

把占据关中地区形容为掌握敌军的咽喉。因此史书描述关中，“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

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汧涌其西。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

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隩区焉。”47　因此自古以来，长安就是我国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唐代

时期，长安更是世界的中心，规模宏伟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作为唐帝国的象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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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气度和风范名扬世界。

但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长安曾多次卷入战场并数次被攻陷，每一次被攻陷之后，长安都遭受

到了巨大破坏。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大军攻陷长安，代宗出走陕州，“吐蕃剽掠府库市里，

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48　建中四年（783年），朱泚发生泾原兵变，占领长安，德宗逃往奉天，

长安再次遭受破坏。中和三年（883年）黄巢起义军败退离开长安时，“巢焚宫闱、省寺、居第略尽，

拥残党越蓝田而逃。”49　唐末长安城遭受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于天佑元年（904年）。节度使朱温发动

政变，胁迫唐昭宗迁居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

墟矣。”50

由于唐末五代时期，长安受战乱影响严重，宋代时期的长安已是满目疮痍，作为都城的条件已

经不充分了。因此，北宋时期，统治者定都汴京，长安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成为地方城镇。

由于政治地位的下降，相比盛唐时期，北宋时期的长安显得十分荒凉。唐长安城总面积约84平

方千米，包括宫城、皇城和外郭城。而宋代的长安城，沿用韩建改造后的皇城，面积不及原来的

十六分之一。唐代时，京兆府管辖的范围有二十三个县，而宋代只有十三个县51。随着西夏在西北

方崛起，北宋与西夏也屡起争端，战争频繁。长安作为北宋对西夏的前沿地带，受战乱的影响尤其

之大。张鉴就曾经说过：“关辅之民，数年以来，并有科役，畜产荡尽，室庐顿空。加以浦洛之行，

曾经剽劫；原州之役，又致迁延。”52　余靖也曾上言：“今自西垂用兵，国帑虚竭，民亡储蓄，十室

九空。”53

但是北宋时期，长安仍是北宋的西北政治经济中心。北宋政府仍称长安为京兆府。北宋中后期，

长安地区的人口和户籍开始恢复54。由于人口的增长，政局的稳定，长安地区的农业和商业也有了长

足的发展55。

南宋时期，过去名扬四海的长安城已经被金国所统治，沦为异邦。这一时期，秦岭以南属南宋，

关中归金，陕西北部属西夏。宋金对峙，关中是双方作战的主要阵地之一，遭受破坏的程度尤甚。

而且史书记载，金军南下之初，对宋人的统治极其残暴。“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士多旷

闲，遗黎惴惴”56。此外，三国交通要道之地皆有重兵把守，禁止商人随意走动，宋金双方不仅禁止

民间贸易，官方开放的榷场也时常受政治的影响而关闭。因此这一时期，长安的商业也受到了巨大

影响。整个南宋时期，长安相比北宋更显荒凉，更不提相比汉唐时期的盛世景象了。

从唐到宋，短短时间内，昔日的盛世景象变成了今日的衰败情景。宋朝时期，当人们再次看到

汉唐盛世时期的遗迹时，不禁让人感叹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令人唏嘘不已。

2、宋人对长安正统地位的认同

险要的地理形势，良好的经济基础，加上辉煌灿烂的文化，因此，我国历史上先后有十三个王

朝定都长安，使得长安在人们心中早已成为正统的象征。尽管后期长安作为都城的弊端逐渐显露57，

但是人们视长安为正统，视关中为根基的思想却一直根深蒂固。这点在宋人心中体现的也是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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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于是宋朝时期出现除了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宋代时期，长安作为都城的条件已经不

充分，另一方面，贯穿两宋时期，人们对长安之地仍然念念不忘，并多次提出迁都长安，这种思想

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表现地更加明显。

北宋建立之初。由于汴京周边无天险可守，因此宋朝被迫要实行“以兵为险”，这也是后来宋朝

会出现“冗兵”的重要原因。因此宋太祖“欲据山河之盛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58

考虑迁都长安。但是由于赵光义、李符、李怀忠等多名大臣的反对，迁都之事只好作罢。

宋真宗时期。辽军发动“澶渊之变”，契丹骑兵长驱直下，直逼汴京城。虽然由于宋真宗亲征，

宋辽之间达成澶渊之盟，危机暂时解决。但是迁都关中地区的想法被重新提上议程。秦观曾说道：

“臣闻世之议者，皆以谓天下之形势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于梁，则天下之冲而已，非形势之地

也。”59　不过迁都之事涉及各种利害关系，终究未能成行。

南宋之初，久为汉民族行政中心的长安为金军占领，于是这一时期，官民多有呼吁南宋政府励

精图治，夺回国之根本，或依靠长安的险要，稳定全国局势，或直接提出迁都长安。南宋之初，大

臣唐重就曾上言建都三策，其中上策就是“镇抚关中以固根本，然后营屯于汉中，开国于西蜀”60，

不久，唐重再次上书言道：“关中百二之势，控制陕西六路，捍蔽川峡四路。今蒲解失守，与敌为

邻，关中固，则可保秦、蜀十路无虞。”61　张浚也提出：“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

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62　李纲也上言道：“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

次之”63王若海也上书言：“天下者，常山蛇势地，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

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64　由于南宋官民的一致督促，加之高宗本人也希

望通过川陕战场的胜利，来缓解金军在东面对南宋的威胁，于是高宗任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

总领西北军务，试图经略关中。建炎四年（1130年）宋金双方在关中平原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富平之

战。宋军数量数倍于金军，但是由于指挥失当，宋军先赢后输，不仅未能收复失地，还致使关中大

部分地区陷入金军之手。对于关中的彻底沦陷，宋人一直无法释怀，一方面督促南宋政府不要放弃

失地，另一方面等待时机，伺机而动，希望能够夺回关中。吴玠、吴璘兄弟俩与金军进行了和尚原、

仙人关等战役，阻止了金军继续南下四川。陆游曾向四川宣政使王炎进言道“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

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65　大臣虞允文也曾上书道：“恢复莫

先于陕西，陕西五路新复州县又系于德顺之存亡，一旦弃之，则窥蜀之路愈多，西和、阶、成，利

害至重。”66　

此后宋军虽然数次北进，之间也取得过局部胜利，但是南宋政府的大体方针还是偏安一隅。广

大将士虽有一腔热血，终究无法施展。此后一百余年，长安基本还是处于金国的统治之下，令宋人

痛心不已。宋人对长安正统地位的认同，对国家根本关中之地失去的痛心，对夺回关中、收复失地

的渴望，多重情感，强烈而分明，在宋代诗词中表现的也是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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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族事务屡次受辱，期望国家富强

两宋时期，虽然赵宋王朝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但是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宋人却屡次受

辱。宋人不仅屡次收复国土未遂，并多次面临亡国的危机。

北宋的领土问题最初主要是北部的燕云十六州。辽国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使得中原地区北方

无险可守，直接处于辽国的威胁之下。对于燕云十六州的失去，宋人曾这样描述：“幽、燕诸州，盖

天造地设以分番、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石晋轻以畀之，则关内之地，彼扼其吭，是

犹饱虎狼之吻，而欲其不搏且噬，难矣。遂乃控弦鸣镝，径入中原，斩馘华人，肆其穷黩。卷京、

洛而无敌，空四海以成墟。”67　因此，早在北宋初期，宋太祖就曾打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旗帜。但是

太祖空有伐辽口号，并无伐辽行动68。太宗继位之后，曾经发动两次伐辽战争。但是太宗的两次北伐

不仅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还使得宋军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宋军从此在宋辽战争中处于守势。景

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军攻宋，在宋真宗亲自督战的情况下，宋军勉强阻止了辽军的南下，并以

每年向辽输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为代价，与辽军签订“澶渊之盟”69。“澶渊之盟”虽然保证了

宋辽双方一百多年的和平，但是北宋每年需要向辽军输送大量白银和绢布，这给宋朝财政造成了重

大负担，精神上野带来重大创伤。自古以来，受传统五服制度的影响，少数民族会根据其距中央王

朝距离的远近以及与中央王朝关系的疏密情况，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中央王朝也会给予大量的赏

赐，但是北宋每年向辽军输送白银和绢布却是单向的。虽然宋军输出的财物是以“助军旅之费”为

名，但是人们都知道，“助军旅之费”与“贡赋”在实质上无异。“贡赋”不仅导致了宋人沉重的财

政负担，更使得汉人自古以来形成的优越意识受到严重挑战。

除了北方的辽国之外，西北方的西夏在这一时期也逐渐兴起。宝元元年（1038年）过去臣服于

北宋的西夏叛宋自立，西夏的统治者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北宋派重兵讨伐西夏，但是屡战屡败。

最终元昊虽然继续向北宋称臣，但是西夏完全摆脱了北宋的控制，因此这种称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而且北宋换取元昊称臣的代价是每年要向西夏输送大量财物，这进一步加重了北宋财政的负担。因

此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宋夏之争，北宋又一次成为了失败者。

金国代辽兴起之后，继续向宋军施压。靖康二年，金军攻破汴京，掳走宋徽宗和宋钦宗，不久

后的川陕战场上，金军又占据汉人的根基之地关中，自从中原立国以来，汉人从未受到如此大辱。

在此民族危亡关头，宋人的民族意识极度高涨，爱国热情高度膨胀，以岳飞为代表的爱国将士在战

场上与金军殊死搏斗，并取得了部分胜利，但是南宋政府在与金军交锋的过程中一再妥协，偏安一

隅。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双方签订“绍兴和议”。“一方面宋人每年要金输出白银25万两，绢

25万匹，另一方面北宋需要向金称臣70。向金称臣这点对宋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北宋时期，北宋

也向辽国和西夏输出财物，但是名义上，北宋和辽是兄弟国关系，北宋为长，北宋和西夏为君臣国

关系，北宋为君，但是南宋与金的君臣国关系却是南宋为臣，金为君，这一点令宋人骨子里的优越

感被彻底打破。随后的“隆兴和议”和“嘉定和议”同样没能改变宋人的命运，南宋的地位仍低于

金国，而且每年需要向金输出大量白银和绢布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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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两宋时期，我们发现，宋人在与辽国、西夏、金国的交锋中，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以至

于宋人每年需要花费大量财物才能换取暂时的安宁。南宋时期，宋人甚至要被迫需要向金国称臣，

这对一向自我的宋人来说，是无法容忍但又不得不容忍的。因此这一时期，宋人的民族自豪和民族

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挑战。为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唤醒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宋人自发地从汉唐盛世

中寻求慰藉。古代时期，“君国一体”的思想早已扎根人们的心中，君主的所在地国都更是万人瞩

目。更多的时候，国都不仅仅是一个地狱概念，而且带有浓厚的政治概念，是国家最为显著的象征。

因此汉唐盛世时期的都城长安理所当然成为了人们最为理想的心灵寄托。在宋人眼中，长安早已超

脱普通的地理概念。它不仅象征着国都，更是国家大一统，民族富强的象征。长安寄托着宋人太多

的情感，这其中的情感显然不是积贫积弱的北宋和偏安一隅的南宋的都城所能承载的。

汉唐盛世时期的长安，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峰，代表着国力政治的强盛，经济文化的繁荣，

凝聚着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而两宋时期，宋人在民族事务中屡次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使得两宋的都城汴京和临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远不及长安，这也是宋人长安情结的根源所在。

　　　　　　　　　　　　　　　

１　以中华书局整理的1965年版本的《全宋词》为标准。
２　《词律》卷十八《西河》，中华书局，1957年版。
３　《宋诗钞》卷一《杏花》，中华书局，1986年版。
４　《类说》卷十六《平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５　《宋诗钞》卷五《览含元殿基因想昔时朝会之盛且感其兴废之故》，中华书局，1986年版。
６　《吟窗杂录》卷三十二《游长安诗》，中华书局，1997年版。
７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宋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８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宋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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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须溪集》卷九《八声甘州 贺词》，《文渊阁四库全书》别集类十八。
12　《历代诗余》卷十二《好事近》，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13　《全唐文》卷七百六十四《重修汉未央宫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　《剑南诗稿校注》卷三《山南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5　《十八家诗钞》卷二十四《醉题》，岳麓书社，2009年版。
16　《十八家诗钞》卷二十八《感事》，岳麓书社，2009年版。
17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二《宋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18　《剑南诗稿校注》卷四《闻虏乱有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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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十八家诗钞》卷二十四《书愤》，岳麓书社，2009年版。
20　《剑南诗稿校注》卷二十六《岁暮风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1　《十八家诗钞》卷二十四《观长安城图》，岳麓书社，2009年版。
22　《十八家诗钞》卷二十八《书事》，岳麓书社，2009年版。
23　《和清真词》之《少年游》，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24　《全宋词》之《李曾伯・水龙吟》，中华书局，1965年版。
25　《历代诗余》卷七十四《酹江月》，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26　《乐府雅词》卷中《晁次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7　《乐府雅词》拾遗下《忆王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8　《乐府雅词》卷上《李元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9　《历代诗余》卷三十五《临江仙》，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30　《全宋词》之《秦观・忆秦娥》，中华书局，1965年版。
31　《历代诗余》卷八十九《沁园春》，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32　《全宋词》之《苏轼・西江月》，中华书局，1965年版。
33　《历代诗余》卷四十一《苏幕遮》，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34　《全宋词》之《郭应祥・万年欢》，中华书局，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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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历代诗余》卷八十三《绮罗香》，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
37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三《宋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38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三《宋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39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七《宋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40　《古今词统》卷十六《贺新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1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七《宋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42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五《宋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43　《全宋词》之《史浩・清平乐》，中华书局，1965年版。
44　《花草粹编》卷十七《长调》，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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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渭南、昭应、高陵、同官、富平、蓝田、鄠、奉天、栎阳、好畤、 武功、醴泉、奉先、华原、

盩厔、美原”，共二十三个县。而宋代京兆府管辖范围包括包括“万年、长安、鄠、蓝田、咸阳、醴

泉、泾阳、栎阳、高陵、兴平、临潼”，共十三个县。
52　《宋史》卷二百七十七《张鉴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53　《宋史》卷三百二十《余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54　宋初，根据《长安志》卷一《管县》记载，京兆府有“户五万二千七百二十”，到北宋末宋徽宗时期，

根据《宋史》卷八十七《地理三》记载，有“户二十三万四千六百九十九，口五十三万七千二百八十八”
55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一《仁宗》记载，包拯曾上奏：“陕西累岁丰熟,今秋又大稔”。

《类编长安志》卷七记载“在朱雀门外，乃旧之草市，有坡，故号曰草场坡”。草市的出现，表明长

安过去严格的里坊制度被打破，商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56　《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57　长安作为都城的弊端在唐朝就有所显露，除了因为战乱影响之外，长安的人地矛盾也是十分激化。

因此这一时期，长安对江南的粮食产生了极强的依赖，唐朝中后期，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统治集团

更是屡次到洛阳就食。
5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中华书局，2004年版。
59　《淮海集笺注》卷十三《进策・安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60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唐重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61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唐重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62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张浚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63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李纲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64　《宋史》卷四百零四《王若海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65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陆游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66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虞允文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67　《契丹国志》卷三《太宗嗣圣皇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8　《宋朝事实类苑》卷一《祖宗圣训・太祖皇帝》记载：“今之勍敌，正在契丹，自开运已后，益轻

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

晚。”
6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记载，宋向辽“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

一十万两”。
70　《金史》卷七十七《宗弼传》记载，宋主“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

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
71　隆兴二年（1164年）宋金签订“隆兴和议”，根据《宋史》卷三十三《孝宗本纪》记载：“请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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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根据《金史》卷九十八《完颜匡传》记载，金宋双方“世为伯侄国，增岁币为三十万两、匹”。

 （雷小虎：西北大学西北歴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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