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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在秦汉以前向来被目为蛮荒，落后于中原大国。历史的

转折始自汉末三国时期富春孙权创业江东。东吴北拒曹操，西挫

蜀汉，南融百越，东涉台湾，首度在南方建立泱泱大国，得与中

原并立争胜。自此南方连续出现“六朝皇业”，由杭州地区发祥

的东吴文化，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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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文化奠基人

——吴大帝孙权
文 / 邹身城

聚人文之源

追溯杭州地区区域文化源头，

始于孙权创建的东吴。由东吴文化

奠基，始有继起的吴越文化与南宋文

化，一脉相承，扩及周边。孙吴以富

春（今富阳）为发祥地。富春是这片

土地上首建之城邑。春秋时，军事家

孙武因有功于吴王阖闾，得封地建采

邑于富春江边，邑名富春。战国后富

春人口凝聚，为秦代在这里设置富春

县立下基础。孙武之子孙明为富春孙

氏第一世，传至汉末有孙坚、孙策、

孙权“三孙”相继称雄，率同族人、

乡邻、部曲，平定江东六郡。进而挫

败“挟天子令诸侯”的曹魏和代表

“汉室正统”的蜀汉，从而主导了三

国鼎立局势。东吴崛起的历史，若以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孙权以少胜

多大破南下的曹操大军，保障江东立

国算起，至今整整1800个年头。

那时汉末世乱，群雄纷起，凡

能拉上几千至几万人的，都占地为

“王”，从北到南割据者多如牛毛，

而大多“成王败寇”纷纷在火并中落

马。较露头角的袁绍、袁术依仗先人

“四世为公”遗业，拥有较强实力，

然而志大才疏，均妄想称帝，兄弟各

抱野心，互不相容，致被曹操各个击

破。荆州刺史刘表，据有有利地理条

件，四方来归者众，又得当地豪族拥

戴，但老迈多病后继无人，病死后子

刘倧降于曹操。徐州吕布、宛城张绣

先后败亡。中原大部由曹操平定，他

以精通战术著称，但官渡大捷继又轻

取荆州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急于

乘胜渡江，追歼刘备，并一口吞下吴

会，招降孙权，妄图“一步到位”地

完成统一大业，即可取代汉室。这是

犯下战略上急躁冒进的错误，亦遭挫

折。刘备势单力薄，初无定谋，四方

奔波，未得立足之地，进退失据；招

致诸葛亮求计，在紧迫的形势下空谈

“隆中对策”，画饼难挡追兵。当阳

大溃前后，诸葛亮无奈的呼吁：“事

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这里

所说的孙将军，就是局处于江东的孙

权。刘备、诸葛亮要急于向孙权求

救，而曹操又正要以高官厚禄招降孙

权，足见孙权举足轻重。

自我历练

孙权的成就靠自我历练。他九岁

丧父，父孙坚战死于岘山，残兵被袁

术收编。十八岁丧兄，孙策在丹阳遇

刺，临终嘱咐孙权保守江东。但将士

见少主幼弱，徘徊观望，军心不稳。

孙权临危受命，立即收起哀痛的泪

水，面对残酷的现实，毅然改装上

马，出巡各军，以安定军心民心，同

时谦逊地尊张昭为师，待周瑜如兄，

与部伍交接亲如家人，对江东英豪与

北来寄寓之士待如上宾。对于少数不

肯臣服企图乘乱反叛的，能毫不手软

的正法镇压，从而六郡郡城与军事据

点初步稳定。

但是境内深山险地长期来被山

越占领，秦汉统治者从未进山征税征

役。山越是古越国遗民，以血缘关系

群居，分别拥宗帅自立，各宗部大者

数万家，小者数千家，强悍好武，勇

于作战，难于对付，有时会下山滋

乱。孙权重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决

定把他们收为编户，既可杜绝乱源

安定社会，又可增添赋税与兵员，便

分部诸将镇抚山越，采用软硬两手加

以同化，充实了兵力。此事说起来很

容易，毕竟要经历残酷的“镇抚”过

程，从长远看民族融合后有利于社会

发展。

孙权另一重大决策是“水军立

国”，令周瑜在采桑（今九江）编练

水军两万，修造战船千艘，退足以保

DOI:10.16639/j.cnki.cn33-1361/d.2009.05.009



45

Hangzhou Tongxun   2009.05

境，进可以西扩。兵精船坚，成为此

后江上连捷之基干。

孙权从小遵家教熟读祖传《孙

子兵法》，稍长即跟随长兄孙策履行

施政与军事实践，继任后运筹帷幄，

深刻领会《孙子兵法》以《计篇》列

于第一的要旨：“计者，选将、量

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

庙堂也。”处身于乱世中求生存与发

展，首要任务是为草创的政权选贤任

能，练兵用将，并设计好战略目标，

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主客观

条件，千方百计积蓄人力物力，以待

时而动。孙权与其智囊团鲁肃、周瑜

等集体谋划方略：汉室已名存实亡，

曹操奸雄挟献帝以令诸侯，建有根基

难以卒除。“为今之计，唯有鼎足江

东观天下之衅。宜乘此北方之多事，

剿除黄祖，进伐荆州，竟长江所极，

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

下。”这一战略决策明显高于诸葛亮

《隆中对》的“从汉中与荆州分兵两

路北伐中原”的战略路线，较为切实

可行；也比曹操谋划的“取荆州后号

称八十万大军乘胜渡江直取吴会”稳

妥安全得多。

谁主沉浮

三方都有各自的战略规划，哪

一个战略符合实际呢？赤壁之战、

智取荆州和彝陵角力，三次军事实践

的检验，揭晓东吴的战略思想最为成

功。孙权用两把火、五千船，以少胜

多，取得全胜。“火烧赤壁”东吴水

军大破曹魏骑兵、步兵；“火烧彝

陵”东吴水军以逸待劳大破刘备连营

50余座；白衣渡江袭取荆州，麦城伏

兵俘获关羽父子，东吴不费一矢、

不伤一卒，缴获了著名的“青龙偃

月刀”。决胜之后，形成了“三国

鼎立”的大格局，基本上结束了生民

涂炭的乱局，三方都进入稳定发展的

局面。其中居主导地位的显然是获得

三次全胜的东吴，这是孙权战略思想

灵活实践的成果。事实上，“水军立

国”可划江而守，而不易北上与曹魏

骑兵角逐。

战后的发展，东吴的成就似乎

也大于曹魏与蜀汉。具体表现在东吴

开疆拓土，迅速地由原来6郡发展到

43郡，向南推进到闽广、海南岛和今

越南北部。不但版图之大为此前所有

南方政权从未见过，而且土地开辟、

人口激增、户籍扩充，因而不断添置

新县，总县数达313个之多。以富春

县为例，早先地广人稀，县境分建城

邑有今富阳以及桐庐、建德、临水和淳

安，后因人口增殖和山越编户，分置了

建德等县，又分置东安郡（郡治初设富

春，后移淳安，今入千岛湖底）。

同时，孙权还多次派出将军率

领大规模船队出海，开拓台湾、远航

辽东、骋向南洋，均取得一定成效。

《资治通鉴》、《三国东吴经营台湾

考》等文献均有载录。为此，有人把

孙权誉为“中国古代第一位注重开发

海外的大帝”。

三国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里，各方

面的人才蜂拥而出，在比较研究中够

得上“最杰出”三个字的实非孙权莫

属。孙权执政长达52年，无论内政、

外交、军功、文治，多有建树。至于

对后世区域文化影响之深且远，亦唯

有东吴文化最受瞩目。正如北大张大

可教授研究指出：“孙权不愧为三国时

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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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健康老龄化作为全球解决老龄

问题的奋斗目标。请您为我们解

释一下什么是健康老龄化？实现

健康老龄化与杭州建设“生活品质

之城”有怎样的关系？在实际工作

中我们如何促进健康老龄化？

邵胜：世界卫生组织于1990

年提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

标。“健康老龄化”这一词与我

国传统上使用的“健康长寿”近

似，但寓意更深，内容更加丰

富，是指老年人群体达到身体、

心理和社会功能各方面的完美状

态。1999年国际老人年，世卫组

织又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口

号，表达了比“健康老龄化”更

为广泛的意义。“积极”一词不

仅仅指身体活动能力或参加体力

劳动，而且指不断参与社会、经

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其

目的在于使所有年龄组的人们，

包括那些体弱者、残疾和需要照

料者，延长健康预期寿命和提高

生活质量。

实现健康老龄化与杭州建设

“生活品质之城”的目的是完全

一致的。加快发展老龄事业，切

实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让老

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

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是共建共享生活品质

之城的内在要求,是应对人口老

龄化快速发展的迫切任务。目

前，我市老年人普遍重视自身的

身体健康状况，逐渐认识到心理

健康和参与社会的重要性，他们

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健身和娱乐

活动，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民政部门更

要通过听民声，摸实情，把老龄

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老年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上，

为老年群众办实事，包括提高居

家养老生活品质、提高农村老年

人的生活品质和提高老年人文化

生活品质等多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