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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 历 史 沿 革
.

考 略
①

吕 以 春

杭州位于钱塘江下游北岸
,

京杭运河南端
,

西湖之滨
。

襟江带河
,

风景美丽
,

是我国六

大古都和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

是浙江省省会
,

是名闻中外的风景旅游城市
。

为使人

们了解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过去
,

兹将杭州的历史沿革作一番考述
。

从本世纪30 年代以来
,

在杭州近郊 良诸
、

老和山和半山附近的水 田阪
,

先后发现了原始

社会遗址
,

出土有磨制的石斧
、

石磅
、

石链
、

石镰
、
石纺轮

、

石网坠等石器
,

造型规整
、

表

面光亮的黑陶和粗砂红陶
, 、

及芝麻
、

稻谷
、

瓜子等植物种子和木桨
。

说明远在四
、

五千年前

的新石器时代
,

就有人类在这里蕃衍生息
,

从事原始的农业和渔猎
,

纺织制陶
,

并 用木桨驾

驶独木舟
,

过着没有人剥削人的氏族生活
,

创造灿烂的原始文化②
。

当时西湖尚 是 一 个 海

湾
,

今杭州市区是一片烟波浩渺的浅海滩
。

这也就是上述这些原始文化遗址
,

为什么都发现

于杭州近郊山麓和孤丘的原因
。

春秋时今浙江分属吴
、

越两国
,

今杭州属越国
。

公元前4 94 年
,

吴王夫差伐越
,

越王勾践

兵败退保会稽山 ( 在今绍兴 )
,

今杭州一度属吴
。

勾践既 臣 于吴
, `

误 王 闻 越 王 尽 心 自

守
” ,

信以为真
, “ 因而赐之以书

,

增 之以封
:

东至于 句甭 ( 今舟山 )
,

西至 于携李 ( 今嘉

兴 )
,

南至于姑末 ( 即姑蔑
,

今衡州
、

龙游 )
,

北至于平原 ( 越绝作武原
,

今 海盐 )
,

纵横

八百余里
” ③

。

今杭州复属越
。

吴国都于吴 ( 今苏州 )
,

越国都大越 ( 今绍兴 )
,

杭州地处

两国边睡
,

尚默默无闻
,

未见有文字记载
。

战国初今杭州仍属越
。

公元前 33 4年
,

越王无疆伐

楚
, “

楚威王兴兵而伐之
,

大败越
,

.

杀王无僵
,

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 ①

,

今杭州地遂入楚 国

版图
。

秦始皇二十五年 ( 前 2 22 年 )
,

始皇灭楚国降越君后
,

于故昊
、

越地置会稽郡⑤
,

杭州始

于秦时置钱唐县属之
。

据 《 史记 》载
:
三十七年 ( 前 21 0年 )

,

始皇出游
, “ 上 会 稽

,

祭 大

禹
” , “

过乃阳
,

至钱唐
,

临浙江
,

火波恶
.

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
” ⑥

。

这是钱唐县首见

①考述范围为今杭州市区
,

不包括辖县
。

以建置沿革为主
,

兼及对杭州城市发展有 重 大 关 系 的 人 和

事
,

故题为
“
历史沿革

” 。

②参施听更
: 《 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 ( 民国二十七年六月 )

,

浙江省教育厅出版
,

上
.

海 中国科学公司印刷 ;蒋赞初
: 《杭州老和山遗址 1 9 5 3年第一次的发掘》 《 考古学报 》 1 9 5 8年第 2期

,

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文管会《杭州水田阪遗址发掘报告》 《 考古学报 》 1 9 6 0年第 2期
,

科学出版社等
。

⑧ 《 吴越春秋 》 卷五 《 勾践归国外传 》
。

④ 《 史记 》 卷四一 《 越王勾践世家 》
。

⑤⑥ 《 史记 》 卷六 《 秦始皇本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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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于史书
。

既然西湖尚是一个海湾
,

钱唐县当然不可能设在湾口的浅海滩上 ( 今市区 )
,

而是

设在
“
逼近江流

”
的

“ 灵隐山下
” 。

《 水经
·

渐江水注 》载
, “灵隐山

,

山在 四 山 之 中
,

、 · ·

… 山下有钱唐故县
,

浙江通其南
” 。

灵隐山是古代武林山的别称 ① ,

泛指西湖群山
,

不能

实指为今灵隐寺周 围诸峰
。

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简略
,

钱唐县址究竟在那里
,

至今众说纷纭
,

未有定论
。

清人倪潘在 《 神州古史考 》 中
,

认为古钱唐县
“
在今郡治西南近黄山浦

” ,

又说
:

“
县治近令徐

、

范二村… … 去定山不远
。 ”

近人钟毓龙在 《 说杭州 》一书 中 引 《 吴 地 记 》

说
: “

粟山上有城
,

周 回五十里
,

疑即古泉唐县
,

因山为城之遗迹
。

” 并认 为
“
此 说 殆 可

信
” ②

。

有人据 《 水经注 》有关灵隐山
“ 山在四山之中

,

有高崖洞穴
,

左右有石室三所
,

又

有孤石壁立
,

大三十围
,

其上开散
,

状如莲花
”
的描述

,

认为就在今灵隐寺飞来峰一带
。

今

人又有认为在老和山或转塘以西开阔地者
。

但所有各说都是分析推测之词
,

尚无考古学的直
一

接证据
。

秦始皇在钱唐西渡浙江 ( 即钱塘江 )
,

历来有在西湖避风泊舟的传说
,

今宝石山南

麓大佛寺中的大石佛
,

据传就是当年的秦皇缆船石
。

为此 《 淳裕临安志 》解释说 . “
西湖本

通海
,

东至 沙河塘
,

向南一岸皆大江也
。

故始皇缆舟于此
。 ”

秦皇缆舟之说虽无法证实
.

但

只有西湖古通江海
,

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传说
。

西汉
,

高祖六年 ( 前 2 01 年 ) 为刘贾荆王国地
,

十二年 ( 前19 5年 ) 少刘澳吴 王国地
。

景

帝四年 ( 前 153 年 )
,

埠以反诛
,

国除
。

钱唐县仍属会稽郡
,

并为会稽郁西部都尉治
。

时会稽

郡范围甚大
,

辖区包括今江苏长江以南
、

上海市及浙江
、

福 建 两 省
,
治 所 在 吴 县 ( 今 苏

州 )
。

由于地 区辽阔
,

出于军事和治安的需要
,

在回浦县 ( 今临海 ) 设东部都尉治
,

在钱唐

县设西部都尉治③
。

说明到西汉时钱唐县地位显要起来
,

成为会稽郡的军事要地
。

新莽时改

钱唐为泉亭④
,

东汉建武初复名钱唐
。

建武六年 ( 30 年 )
,

西部都尉治撤销⑤
,

并钱唐入余

杭 ⑥
。

旧说至汉末灵帝光和二年 ( 1 79 年 )
,

封朱傀为钱唐侯
,

钱唐县
“
盖 是 时复置

” ⑦
。

但据奚柳芳同志最近考证
,

大约在安帝时 ( 10 7一 125 年 ) 钱唐县已经恢复⑧
。

东汉永建四年
、

( 12 9年 ) 分
“
浙江西为吴

,

以东为会稽
”
两郡⑨

,

钱唐县改属吴郡
。

至迟到了东汉
,

西湖与江海已经隔绝
,

成为一个泻湖
,
今杭州市区逐渐淤积成陆

。

根据

之一是东汉郡议曹华信在此筑钱塘珍
。

从此
“
江湖始分

,

涨沙渐远
” ⑧

。

据清人 陈 文 述 考
一

证
,

钱塘塘址在
“
今钱塘门 ( 望湖宾馆南 ) 至清波门一带

” L
。

华信筑塘
,

对杭州发展影响

①武林山
“
又名白灵隐山

” 。

见 《 淳枯临安志 》 卷八 《 城西诸山 》
。

② 《太平御览
·

地部十一 》 引 《 吴地记 》 曰
: “

粟山一名新石头山
,

上有城
,

下有飞泉
。 ”

与钟引不

同
。

③多 《 汉书地理志
·

会稽郡 》
。

《 汉书地理志 》 回浦县作南部都尉治
,

此据王国维 《 汉会稽东部都尉

洽所考 》
。

⑤ 《 后汉书
·

光武帝纪 》 : “
是岁

,

初罢郡国都尉官
。

⑥ 《 嘉庆重修一统志 》 卷二八三 《 杭州府一 》
。

⑦ 《 嘉庆 董修一统志 》 卷二八四 《 杭州府二 》
。

年份据 《 后汉书
·

朱携传 》
.

⑧ 《 历史地理 》 第二辑
,

奚柳芳
: 《 东汉时期钱唐县之废复 》

。

⑨ 《 水经
·

渐江水注 》
。

L 《 水经
·

渐江水注 》 引 《 钱唐记 》
。

O L陈文述
: 《 酉伶怀古集 》 卷一 《 钱塘怀华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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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远
,

所以有
“
杭之第一功臣” ①之誉

。

据 《 万历杭州府志 》等旧志记载
,

钱塘县治汉魏时

从灵隐山麓徙钱湖门外 ( 今清波门南云居 山麓附近 )
,

这是和上述钱塘的修筑
,

地理环境的

变迁 南一致的
。

三国时钱唐县属东吴
,

为吴郡都尉治②
。

两晋
,

钱唐仍为吴郡属县
。

魏晋南北朝时期
,

中原长期分裂
,

战火连绵
,

政治
、

经济重

心逐渐南移
,

北方士民相率南迁
,

定居江南
。

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
,

促进

了江南地 区的开发
,

杭州当然也不例外
。

随着生产的发展
,

人口的增多
,

钱唐县 自西湖群山

沿着江浒山麓地带向今江干方向逐渐蔓延
,

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

南朝齐永明三年 ( 4 8 5年 )
,

杭州附近爆发 了富阳人唐窝之领导的农民起义
,

次年败官兵于小山
,

经柳浦攻占钱唐
,

并分

兵进军东相 ( 今金华 )
、

山阴 ( 今绍兴 ) 等地
。

唐寓之遂以钱唐为都城
,

称帝建立吴国
,

年

号
“
兴平

” ③
。

虽然农民政权即被齐武帝所镇压
,

但它却是杭州作为古都的曙光
,

是杭州作

为都城的最初尝试
。

南朝梁太清三年 ( 5 49 年 )
,

侯景
“ 以钱唐为临江郡

” ④
,

这是杭州设置

郡级政 区的噶矢
。

临江郡存在时间也很短
,

不久就废置了
。

陈祯明元年 ( 58 7年 )
,

于钱唐县置

钱唐郡
1

属吴 州
。

辖钱唐
、

富阳
、

于潜
、

新城四县⑤
。

到南北朝末年
,

杭州已由一个普通钱

唐小县上升为郡城了
。

隋开皇九年 ( 5 8 9年 ) 平陈
,

中国复归统一
,

接着隋文帝并省江南州县
,

罢郡置州
。

于是

废钱唐郡置杭州
,

杭州之名始此
。

州治初设余杭
,

十年 ( 59 0年 ) 移治钱唐
。 `

“
十一年 复移

州于柳浦西
,
依山筑城

” ⑥
。 “

隋杨素创州城
,

周 回三十六里九十步
” ⑦

。

柳浦在凤凰山东

札
,

今江干一带
。 “

依山筑城
” ,

当依凤凰山筑城
,
已接近今天的市区

。 “
隋杨素创州城

”

是杭州建城所见最早文字
,

但由于文献资料过于寥寥
,

很难深究隋杭州州城的概貌
。

文帝仁

寿年间 ( 6 0 1一 60 4年 )
,

于杭州置总管府
。

大业三年 ( 6 0 7年 ) 隋场帝又
“ 改州为郡

” ,

罢府

改杭州为余杭郡
,

辖钱唐
、

富阳
、

余杭
、

于潜
、

盐官
、

武康六县⑧
。

场帝时开通 了 南 北运

河
,

从杭州水路可直达东都洛阳
,

再往北 可至琢郡 ( 今北京 )
,

南北交通的改善促进了杭 州

城市的繁荣
。

据 《 隋书地 理志
·

扬州 》记载
,

当时余杭等郡 已是 ,.] 11泽沃衍
,

有海陆之饶
.

珍异所聚
,

故商贾并凑 ” 的商业城市
,

为往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

唐初高祖又
“
罢郡置州

,

改太守为刺史
” ⑨

。

武德四年 ( 6 2 1年 )
,

改余杭郡置杭州 功 ,

为避国号讳
,

改钱唐为钱塘
,

并从钱湖门外徙县治于钱塘门里⑧
。

贞观元年 ( 6 27 年 )
,

天 下

大定
,

因山河形便分天下为十道
,

杭州属江南道
。

开元二十一年 ( 7 33 年 )
,

又分天下为十 五

辱

①陈文述
: 《 西怜怀古集 》 卷一《 钱塘怀华信 》

。

② 《 三国志
·

吴书
·

程普传 》 : “
策入会稽

,

似普为吴郡都尉
,

治钱唐
。

③ 《 南齐书 》 卷四 四 《沈文季传 》
。

④ 《 梁书 》 卷五六 《 侯景传 》
。

⑤ 《 二十五史补编 》 第四册
,

减励和 《 补陈疆域志事
,

⑥ 《 太平寰宇记 》 卷九三 《 江南东道五 》
。

⑦ 《 乾道临安志 》 卷一 《 城社 》 引 《 九域志 》
。

⑧ 《 隋书地理志
·

余杭郡 》
。

⑨ 《 旧唐书
·

高祖纪 》
。

L 《 旧唐书地理志
·

江南东道 》
。

⑧田汝成
: 《 西湖游览志 》 卷一五 《 官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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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其中江南道析为东
、

西
、

黔中三道
,

杭州属江南东道 ①
。

天宝元年 ( 7 42 年 )
,

玄宗又将
“ 天下诸州改为郡

,

刺史改为太守
” ②

。

杭州复为余杭郡
。

玄宗失政
,

肃宗推翻夭宝制度
,

“
郡名官名

,

一依故事
” ③

。

乾元元年 ( 7 58 年 )
,

又改郡为州
,

改余杭郡为杭州子
。

同年在

扛南东道 下又分置浙江西道
、

浙江东道两节度使⑤
,

杭州属浙江西道
。

州治钱塘
,

辖钱塘
、

盐官
、

余杭
、

富阳
、

于潜
、

临安
、

新城
、

唐山 ( 后之昌化 ) 八县⑥
。

唐代杭州城市继续沿西湖向北推进
。

但因是
“ 江海故地

” 、 “ 土 地 斥 卤” , “
水泉 成

苦
” ,

限制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

大历年间 ( 7“ 一 7 79 年 )
,

刺史李泌在今解放路 口
、

延安

路至龙翔桥
、

小车桥一带濒湖地 区
,

开凿了六井
,

用瓦管竹筒引西湖水入城
,

解决了居民对

淡水的需求
。

长庆二至四年 ( 8 2 2一 8 24 年 )
,

刺史白居易疏浚日渐淤浅的西湖
,

同时利用菏

草淤泥在钱塘门外
“
石函桥北 (今少年宫广场西端 )至余杭 门 (今武林门 ),, 修筑钱塘湖堤⑦ ,

以增西湖蓄水量
,

从而保证了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对淡水的需要
。

由是杭州迅速发展
,

向」匕

推进至今武林门一带
, “

骄稽二十里
,

开肆三万室
” ⑧

,

成为商业繁荣的江南大郡
。

五代
,

昊越钱氏据两浙
,

以杭州为国都
,

称西府或西都
,

从此杭州正式成为都城
。

后梁

龙德二年 ( 92 2年 )
,

昊越王钱谬割
“
钱塘

、

盐官两县地各半及富春县之长寿
、

安吉二乡置钱

江县
” ⑨

,

县治设在武林门内梅家桥南 ,
。

时钱塘县治仍在钱塘门里
,

两县同城设治
,

同为

杭州州治所
。

州辖钱塘
、

钱江
、

盐官
、

余杭
、

富春
、

桐庐
、

于潜
、

安国
、

新登
、

横山
、

武康

十一县⑧
。

王讨弋士国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的时期
,

各地群雄割据
,

战争频仍
。

吴越是十 国中

一个较小的国家
,

由于采取正确的
“
保境安民

” 、 “
善事中国

”
的基本国策

,

却比较安定繁

荣
,

并致力于杭州的建设
。

从唐末光化元年 ( 8 9 8年 ) 钱锣移镇海军 ( 自润州今江苏 镇 江 )

治杭州算起
,

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 ( 97 8年 ) 钱弘椒纳土归宋 止
,

前后经略杭州八十年
。

钱餐

在杭州筑新夹城五十里
、

罗城七十里
,

在凤凰山麓唐州治故址筑子城 ( 皇城 ) 九里L ;
在候

潮门
、

通江门外自六和塔至 良山门修建捍海石塘
,
并整治钱江航道

,

疏浚西湖L
。

由是
“
悉

起台榭
,

广郡郭周 三十里
”

@
, “

钱塘富庶盛于东南
” L

。

吴越子城
“
南为通越门

,

北为双

门
,

皆金铺铁叶
,

用以御侮
” L

。

王宫府署豪华
,

北宋 以其宫为州治
,

高宗南渡
,

即以州治

① 《 旧唐书
·

地理志一 》
、

《 新唐书
·

地理志一 》 。

② 《 旧唐书
·

玄宗纪下 》
。

③ 《 旧唐书
.

肃宗纪 》
。

④ 《 旧唐书地理志
·

江南东道 》
。

⑤ 《 新唐书
·

方镇五 》
。

⑥ 《 新唐书地理志
·

江南道 》
。

⑦ 《 雍正西湖志 》 卷七 《 堤塘 》
。

⑧李华
: 《 杭州刺史厅壁记 》

,

载 《 文苑英华 》 卷八 0 0
。

⑨ 《嘉庆重修一统志 》 卷二八三 《 杭州府一 》
.

L 《 嘉靖仁和县志 》 卷三 《 公署 》
。

@ 清吴任臣
: 《十国春秋

·

地理丧下 》
。

@ 《 吴越备史 》 卷一 《武肃王 》
。

L 《 宋史
·

河渠七 》
。

⑧ l(( 日五代史
.

钱谬传 》
。

L 《 资治通鉴 》 卷二六七 《后梁纪二 》
。

L田汝成
: 《 西湖游览志余 》 卷一 《帝王都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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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宫
。

夹城和罗城的范围
,

东至海塘 ( 约今建国路
、

江城路一线 )
,

西抵西湖
,

北到 良山

门
、

夹城巷
,

南达净寺雷峰塔和六和塔西
, “

南北展而东西缩
” ,

形如 腰 鼓
,

故 称
“
腰 鼓

城 ” ①
。

杭州在昊越前
,

其发展和繁荣北不如苏州
,

南不及 绍兴
,

先后隶属于该两地
; 昊越

在此建都后
,

统十三州
、

一军
、

八十六县
,

历史上第一次置苏州
、

越州 ( 今绍兴 ) 于杭州统

辖之下
,

从吴
、

会两郡 ( 或苏
、

越两州 ) 边睡之地
,

一跃而为钱塘江南北地区 ( 两浙 ) 的政

抬中心
。

杭州
“
因钱氏建国始盛 ” ②

,

终于后来居上
,

从而为南宋在此建都奠定了基础
。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 ( 97 8年 )
,

昊越纳土归宋
,

杭州仍为州
。

次年改钱江县为仁和县
。

淳

化五年 ( 99 4年 )
,

改杭州镇海军节度为宁海军节度
。

大观元年 ( 1 10 7年 ) 升为帅府
,

领两浙

西路兵马铃辖
,

为两浙路治所
。

州治钱塘
、

仁和
,

辖钱塘
、

仁 和
、

余 杭
、

临安
、

富 阳
、

子

潜
、

新城
、

盐官
、

昌化九县③
。

北宋
,

杭州虽从一个小国国都退居到路
、

州的治所
,

但由于有隋唐特别是吴越经营的基

础
,

仍是东南的一个大都会
。

自唐代白居易疏浚西湖筑捍湖堤后
,

西湖和杭州的依存关系就

更加密切起来
, “

州傍青山县枕湖
” ,

已成为杭州的城市特色
。

北宋嘉枯二年 ( 10 5 7年 )
,

龙 图阁直学士梅公挚出守杭州
,

仁宗皇帝赐诗赴 行
,

一

诗 日 : “
地 有 湖 山 美

,

东 南 第 一

州 ” ④
。

可见杭州在全国中的地位
。

北宋一代对杭州作出重大贡献的首推苏轼
,

他曾在神宗

熙宁和哲宗元枯年间两次来杭
,

先后任通判
、

知州之职
。

特别是第二次任知 州 时
,

他疏 浚

荒芜将半的西湖
,

并利用淤泥堆砌一条纵贯南北两山的长堤 ( 苏堤 ) ; 整治被 咸潮倒灌
、

泥

沙淤积的茅山河与盐桥运河
,
修复 日益淤塞的六井⑤

,

使西湖更加妩媚
,

杭州更为繁荣
。

北

宋著名词人柳永在 《 望海潮 》一词中写道
: “

东南形胜
,

三吴都会
,

钱塘自古繁华
。

烟柳画

桥
,

风帘翠幕
,

参差十万人家
。

… …市列珠现
,

户盈罗绮
,

竞豪奢
。

… … ”
把杭州和西湖描

绘得非常动人
。

建炎三年 ( 1 1 2 9年 )
,

宋高宗南渡
,

驻桦杭州
,

诏以州治为行宫
,

称行在所
,

升杭州为

临安府
。

绍兴八年 ( 1 13 8年 )
,

正式定都杭州⑥
。

从此杭州跃为一朝帝都
,

前后共达一百五
一

卜年
。

南宋复分两浙路为东西路
,

两浙西路治临安府
。

临安府辖县悉同北宋
。

由于以州治为

行宫
,

遂徙临安府署于
“
清波门之北

,

以奉国尼寺 ( 即净因寺 ) 故基创建
” ⑦

。

同时南宋初

还迁钱塘县治 ( 自钱塘门里 ) 于纪家桥之西北华严寺故基 , 迁仁和县治 ( 绍兴三年
,

自余杭

门里梅家桥西 ) 于招贤坊 ( 即兴贤坊
,

今百井坊巷 ) ⑧
。

高宗既定都杭州
,

遂在吴越子城
、

罗城的基础上修建皇城和外城
。

绍兴元年 ( 1 13 1年 )

即令守臣于凤凰山东麓原杭州州治草创大内
,

修建皇城
。

十八年 ( 1 1 4 8年 )
,

皇城 初 具 规

① 《 吴越备史
·

吴越国治考 》
。

②宋王明清
, 《玉照新志 》 卷五

。

③ 《 宋史地理志
·

两浙路 》
、

《 元丰九域志
·

两浙路 》
。

① 《 淳抬临安志 》 卷五 《 旧治古迹
·

有美堂 》
。

⑤ 《 宋史
·

河渠六
·

河渠七 》 。

⑥ 《 咸淳临安志 》 卷一 《 驻蹿次第 》
。

⑦ 《 乾道临安志 》 卷二 《癣舍 》
。

⑧ 《 咸淳临安志 》 卷五四 《 官寺万
·

诸县官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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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 “

名南门日 丽正
,

北门日和宁
,

东苑门日东华
” ①

。 “ 周 回九里
” ,

其位置大致西起风

且山东部山腰
,

东到中河
,

南至答帚湾
、

北止凤山门
。

二十八年 ( 1 1 5 8年 )
,

又 “
增筑皇城

东南之外城
” ②

。

据 《 淳佑临安志 》和 《 减淳临安志 》等记载
,

南宋杭州城共设 早 门 十 三

座
,

即东城的便门
、

候潮门
、

保安门 ( 旧名小堰门 )
、

新门
、

崇新门 ( 俗呼荐桥门 )
、

东清

门 ( 俗呼菜市门 )
、

良山门 , 西城的钱湖门
、

清波门 ( 俗 呼 暗 门 )
、

丰豫 门 ( 旧 名 涌 金

门 )
、

钱塘门 , 南城的嘉会门和北城的余杭门 ( 俗呼北关门 )
。

水门五座
,

即南水门
、

北水

门
、

保安水门
、

天宗水门及余杭水门
。

其城址大致北抵今环城北路
,

东至东河西 侧 今 东清

巷
、

直大方伯
、

金鸡岭
、

城头巷一线
,

西到今湖滨路
、

南山路
,

南自候潮门经嘉会门 ( 包山

东麓 ) 包络凤凰山
、

将台山越慈云岭与云居 山附近的钱湖门相 接③
。

同时又在城内外建造官

署府第
,

宫观苑囿
,

广开坊市工场
。

其时商业兴盛
,

市场繁荣
,

成 为全 国政治
、

经 济
,

文化

的中心
。

北宋嘉佑二年 ( 10 5 7年 )
,

杭州居民还只十万户
,

到南宋末叶
,

全城人口 已超过百

万
,

同时也是全 国第一大城市④
。 “

一色楼台三十里
,

就中无处觅孤山
” 。

著名的
“ 西湖十

景
”
就在此时形成

, “
上有天堂

,

下有苏杭
”

( 当时称
“
天上天堂

,

地下苏杭
” ) 的谚语也

在此时出现
。

元灭南宋后
,

杭州遭到严重破坏
。

不久意大利旅行家马可
·

波罗游杭州
,

仍为

她
“
灿烂华丽之状” 所震惊

,

誉之为
“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

” ⑤
。

元至元十三年 ( 12 7 6年 )
,

元军攻下临安
,

于杭州
“
立两浙都督府

,

又改为安抚司
。

十

五年
,

改为杭州路总管府
” ⑥

。

杭州路辖县八
,

属州一 ( 元贞元年
,

升盐官县为州 )
。

至元
“
二十一年 ( 12 8 4年 )

,

自扬州迁江淮行省来治于杭
” ,

二十八年 ( 1 2 9 1年 )
,

改江淮行省

为江浙等处行中书省 ⑦
。

省署设清河坊逸西
,

面娥眉山东
,

故开元宫旧址⑧
。

元代期间
,

杭

城之南宋宫殿
、

官署
、

府第
、

苑囿屡遭洗劫
,

还
“
禁天下修城以示统一

,

而内外城 日为居民

所平
” ⑨

。

同时认为
“
西子亡吴

,

西湖亡宋
,

事同一辙
” L

。

于是元 统治九十余年内不修西

湖
,

任其湮废围占
。

但我们也必须指出
,

元代在交通运输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对杭州是有所贡

献的
。

为 了槽运粮食
,

元致力于京杭运河的疏浚和开凿
,

杭州至大都 ( 北京 ) 水运畅通
,

杭

城商业兴盛
,

外商众多
。

崇新门内荐桥 (在清泰街 )附近成为回教徒侨居 区
。

我 国伊斯兰教四

大古寺之一的凤凰寺 ( 在今中山中路 )
,

也于元代重建
。

因此元代杭州尽管从首都退居到省

会
,

并遭战火破坏
,

但仍不失为我 国东南地区的重要名城
。

元末张士诚据杭州
,

为加强防卫
, 至正十九年 ( 1 3 5 9年 )

,

发松江
、

嘉兴
、

湖州
、

杭州

民失重建杭州城垣
, “

昼夜并工
,

三月而完
” ⑧

。

北城除余杭门 外 增 设 天 宗
、

北 新 二 门

①② 《咸淳临安志 》 卷一 《 宫姆一 大内》
。

③据 《 咸淳临安志 》 卷一所附 《 皇城图 》
、

《 京城图 》 及钟毓龙 《 说杭州 》 等资料
。

④陈桥泽
: 《 中国六大古都

·

杭州 》
。

⑤冯承钧译
: 《 马可波罗行纪 》 中册第 2 卷第 1 51 章 《蛮子国都行在城 》 ,

中华书局 ( 用商务 原版 重

印 ) 1 9 5 7年 22月上海第三次印刷
。

⑧ 《 元史地理志
·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 》
。

O 《 元史
·

世祖纪十三 》
。

《 元史
·

地理志五 》 作至元丁十一年改
,

《 元史
·

百官七 》 作二 十 二年

改
,

与《 世祖纪 》 不同
。

⑧ 《 光绪杭州府志 》 卷一八 《 公署一 》
。

⑧@ 《 嘉靖仁和县志 》 卷一 《 城 》
。

@ 《 民国西湖新志 》 卷一 《 山水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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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址即今环城北路 ), 东城自良山门至崇新门向东伸展三里
,

络市河 ( 今 东河 ) 于 城 内

( 城址在贴沙河西岸今环城东路 )
,

改东青门为庆春门
、

崇新门为清泰门
、

新门为永昌门 ,

南城自候潮门以西北缩二里
,

以南宋皇城北门和 宁门故址建南门
,

仍称和宁门
,

截凤凰山
、

将台山于城外
,

西北越万松岭北侧山坡经钱湖门至清波门 ; 西城自清波门沿湖经丰豫门至钱

塘 门 ( 城 址即 今南山路
、

湖滨路 )
,

复丰豫门为涌金门 , 西 北 城 改 曲 为 直
,

接 余 杭 门

( 城址在今环城西路 )
。

废南宋的嘉会
、

东便
、

保安三门
,

仍为十三门 少
,

成为明
、

清两代

杭州城垣的基础
。

至正二十六年 ( 13 6 6年 )
,

朱元璋遣李文忠攻下杭州
,

改杭州路为杭州府
。

同年于杭州

置浙托等处行中书省
,

浙江作为省名始此
。

明洪武九年 ( 13 7 6年 )
,

改浙江行中书省为浙江承

宣布政使司⑦
,

布政司署仍设清河坊西元江浙行省署 旧址③
。

明代省
、

府之间还设分守
、

分

巡诸道
,

杭州府属杭严道
,

仍辖钱塘
、

仁和等九县 ( 洪武二年降海宁州为 县 )
。

洪 武 四 年

( 13 71 年 )
,

知府刘文以县附府为便
,

乃 自招贤坊迁仁和县于府左
,

自纪家桥迁钱塘县于府

右 ④
。

正德三年 ( 1 5 0 8年 )
,

知府杨孟瑛力排群议
,

主持了西湖历史上阻力最大
,

工程最 巨

的一次浚湖
,

终于挽救了废弃不治达 2 30 余年的西湖
,

使复唐宋之旧⑤
。

明代杭州城垣 在 张

士诚所筑基础上稍有变化
, “

周减六之一
,

门省为十
” ⑤

。

废钱湖
、

天宗
、

北新三门
,

南改

和 宁门为凤山门 ( 又因该 门位于杭州正南
,

又名正阳门 )
,

北改余杭门为武林门
,

这就是杭

州人都比较熟悉的杭城十城门
。

清承明制
,

康熙初复改布政使司为行省
。

杭州府为浙江省省会及杭嘉湖 道 治 所
。

辖 钱

塘
、

仁和
.

、

富阳
、

余杭
、

临安
、

于潜
、

新城
、

昌化八县及海宁州 ( 乾隆三十八年升海宁县为

州 ) ⑦
。

19 世纪末
,

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
,

杭州于光绪二十一年 ( 1 8 9 5年 ) 据 《 马关条

约 》被日本开 为商埠
。

第二年又于拱衰桥强设 日租界
,

其界址
“
东以陆家务河为界

,

西至运

河塘路为界
,

南至拱雇桥
,

北至瓦窑头
” ,

周共 11 余里
,

占地 2 8 0 9亩⑧
。

杭州打上 了殖民地

的烙印
。

清代杭州城垣仍以明之旧
,

少有变化
,

仅康燕五年 ( 16 6 6年 ) 永昌门毁坏
,

重建后以
“
永

昌 ” 系李 自成年号
,

改为望江门⑨
。

但在城内又筑城中之城
。

顺治五年 ( 1 6 4 8年 )
,

巡抚萧

起元为在杭城驻八旗精兵以弹压浙江人民的反抗
,

于城内中西部修筑满城
。

东起结缚桥至比

胜庙 ( 今岳王路
、

惠兴路
、

青年路 ) ,
南自比胜庙至涌金水 rl ( 今开元路 )

,
西从涌金水门

至钱塘门 ( 即原杭州西城墙
,

今湖滨路 ) , 北 自钱塘门经小车桥 至 结 缚 桥 ( 今 庆 春 路 西

① 《 光绪杭州府志 》 卷五 《 城池 》 , 《弃庆重修一统志 》 卷二八四 《 杭州府二
·

古迹 》
。

② 《 明史地理志
·

浙江 》
。

③ 《雍正浙江通志 》 卷三O 《公署一 》
。

④ 《 西湖游览志 》 卷一五 《 官署 》
。

⑤ 参拙乍 《 杨孟瑛力排群议开没西湖 》
,

载 《 绍兴师专学报 》 1 9 8 5年第 1期
。

⑥ 《 万历钱塘县志
·

纪疆
·

城壕 》
。

⑦ 《清史稿地理志
·

浙江 》
。

⑧陈善颐
: 《 杭州拱窟桥 日本租界划界交涉经过 》

。

载 19 6 4年 《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 第 8 辑
。

⑧ 《 光绪杭州府志 》 卷五 《 城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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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

城高 9 1尺
,

门阔 6尺
、

周 10 里
,

占地约 14 3。亩
。

建城门五
:

即东平海门 ( 今平海路与

岳王路交叉 口 )
、

迎紫门 ( 今解放路与青年路
、

惠兴路交叉处 )
,

南延龄门 ( 今延安路与开

元路交叉处
,

又名来薰门 )
,

东北为拱震门 ( 在今洗纱路与庆春路交叉 口西 )
,

西北为承乾

门 ( 在小车桥附近 )
,

加上原来的钱塘门共六门
。

另外还有水门三座
,

以通院纱诸河
。

满城

内驻八旗精兵及其眷属
,

故称
“
旗下营

” ①
。

今杭州老年人仍习惯地称这一带为
“
旗下

” 。

清代康熙和乾隆两皇帝因仰慕西湖胜景和杭州繁华
,

曾数度南游杭州
。

康熙帝先后游杭

五次
,

为此 “
浚治西湖

,

辟孤山以建行宫
,

并疏涌金门城河以达御舟
” ②

。

康熙帝 还 亲 题
“ 西湖十景

”
碑

,

建亭勒石
。

乾隆帝也曾六次巡游杭州
,

在各风景 区 和
“ 西 湖 十 景

”
碑

后
,

舞文弄 墨
,

勒石题诗
,

兴复古迹
。

他还下令在孤山行宫后建文澜阁
,

珍藏 《 四库全书》
,

为西湖增添风光
。

辛亥革命后废帝制为共和
,

改革清代政区设置
,

罢府
、

州
、

厅制而存道
、

县
,

以道承省

统县
。

民国元年 ( 1 9 1 2年 ) 二月
,

废杭州府
,

并钱塘
、

仁和为杭县③ ,

县政府设井亭桥东瑰

( 今解放路
、

洗纱路交叉口 )
。

接着袁氏当政
,

在清杭嘉湖道基础上置钱塘道
,

道尹行政公

署驻杭县
,

辖县二十 ④
。

杭州仍为省会
,

省政府设梅花碑
。

民国十六年 ( 1 9 2 7年 )
,

国民政

府奠都南京
,

根据孙中山先生 《 建国大纲 》的规定
,

废道制为省县二级制
,

遂撤钱塘道
。

同

年五月
,

并于杭县城区置杭州省辖市⑤
,

市政府设圣塘路 ( 今湖滨路北段 )
。

国民政府实施省

县 二级制后
,

又感省境辽阔
,

对县政指挥监督难周
,

特别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
,

省县之间不

久又先后设立行政督察区作为省的派出机构
。

它首创于江西
,

后为各省所仿效
。

浙江省普遍

设立行政督察区为 1 9 3 5年 9 月
,

共九区
。

杭州市仍由省直辖
,

杭县属设专署于嘉兴的第二区
。

抗战时期
,

随着沦陷区的扩大
,

浙江省的行政督察区不断调整
, 1 93 9年冬增为十区

, 1 9 4 3年

5 月又增至十一区
。

杭县均属设专署于于潜的第一区
。

1 9 4 5年抗战胜利
, 1 9 4 7年杭县改为省

直属县⑥
。

1 9 3 7年 12 月杭州沦陷
,

国民党省政府曾内迁永康方岩
, 1 9 42年 5 月后又南迁至云和

县⑦
,

至 1 9 4 5年 8 月抗战胜利后才迁回杭州
。

民国初杭州城门
、

城墙先后拆除
,

改建马路
。

早在清光绪三十三年 ( 1 9 07 年 )
, “ 沪杭

铁路设车站于清泰门内
,

铁路自城外贯城而入
,

拆去清泰门城墙数十丈
,

是为杭州 拆 城 之

始
” ⑧

。

民国元年杭州开始拆城
,

首先拆卸者为旗营
,

十城门中最先拆除者为涌金
、

钱塘
、

清波三门
,

拆城后改建为湖滨路
、

南山路
。

从此西湖和市区联成一片
。

接着武林
、

凤山等门

也先后拆除
。

东城
、

北 城及西城北端的残存城墙
,

则一直保留到建国以后
,

至 1 9 5 8一 1 9 5 9年才

全部拆除
,

改建为环城东路
、

环城北路
、

环城西路
。

自1 9 7 0年鼓楼拆除后 ( 即昊越朝天门
,

后又名

① 《 光绪杭州府志 》 卷五《城池
·

驻防旗营》 , 张大昌
: 《 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 》 及光绪十八年 ( 18 9 2

年 ) 浙江舆图局测绘 《浙江省城图 》
。

② 《 雍正西湖志 》 卷二 《水利二 》
。

③⑤国民政育内政部编 《 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
·

浙江省 》
,

商务印书馆
。

④陈镐基
: 《 现行行政区划一览表 》

,

商务印书馆
。

⑧据国民党历年 《 浙江省政府公报 》
,

黄绍依 《 五十回忆 》 下册
,

民国 《 重修浙江通志稿
.

行政怪察

区制 》 等资料
。

⑦黄绍斌
: 《 五十回忆 》 下册

,

云风出版社
。

⑧ 《 重修浙江通志稿 》 廿七册 《 建置考
。

城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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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楼 )
,

杭州早城门已全部消失
,

仅留地名供人凭吊
,

其中六公园东的钱塘门甚至连地名

也不复存在
。

今六部桥南残存的元末张士诚所筑的凤山水门
,

是杭州仅留的一座古城门了
。

1 9 4 9年 5 月 3 日
,

杭州解放
,

建立人民政权
。

杭州仍为浙江省辖市和省会
,

杭县属杭州

市
。

1 9 5 6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分别从梅花碑和圣塘路迁弥陀山麓 ( 今 省 府

路 ) 和将军路 ( 今人民路 ) 新址
。

1 9 5 8年萧山 自宁波专区
、

富阳 自建德专区划归杭州市
。

同

年杭县建制撤销
,

分别并入杭州市和余杭县
。

不久余杭县也撤
,

并入临安县
。

1 9 6 。年
,

原属

嘉兴专区的临安县和金华专区的桐庐县划属杭州市
。

1 9 6 1年
,

划杭州市郊原杭县地及部分临

安县地复置余杭县
,

属杭州市
。

1 9 6 3年
,

为便于统一管理新安江水库
,

建德
、

淳安两县又 自

金华专区划入杭州市
,

形成今 日杭州市市境
。

市区分设上城
、

下城
、

江干
、

西湖
、

拱墅
、

半

山六县级市辖区 ; 市辖萧山
、

余杭
、

桐庐
、

富 阳
、

临安
、

建德
、

淳安七县①
。

新中国成立后
,

杭州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和规模进行建设
,

城市面貌
、

湖山景 色 日 益 改

观
。

市区主要街道进行拓宽和延长
,

新的工业区
、

文教区
、

住宅 区在城郊一个个建立起来
,

市区范围空前扩大
,

城市人 口从建国初的 47 万猛增至现在的 97 万
。

西湖得到全面疏浚
,

砌水

深度从原来的半米左右
,

增加一米半以上
。

西湖群山进行有计划绿化
,

如今郁郁葱葱
,

花香

四时不断
。

同时还增辟和扩建了许多公园
,

修复和开辟许多名胜古迹
,

使杭州迅速向现代化

的花园城市迈进
。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 1 9 8 4年国务院决定
“

要把杭州建设成为我 国东南部

的旅游中心和 国际上第一流的风景旅游城市
” ②以后

,

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
,

杭州更是日新

月异
,

高层建筑拔地而起
,

宾馆旅舍如雨后春笋般的增多
,

拆除环湖有碍景观的 住 宅 和 建

筑及综合治理中
、

东河
,

沟通运河
、

钱塘江等宏伟工程
,

正日夜施工
,

接近完成
。

最近穿南

山的西湖引水隧洞工程已全线竣工
,

引钱塘江水入西湖已成现实
,

西湖变得更加晶莹明秀
。

华东地区最大的城站清泰立交桥已建成通车
。

杭州这个名扬全球的古都和文化名城
,

将以全

新的姿态全新的面貌迎接来自各大洲的旅游者
,

真正成为中外人士向往的天堂
。

1 9 8 5年 6 月 1 3日初稿

1 9 8 6年 6 月 5 日修改

①历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 》 ; 史为乐
: 《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 ( 1 9 4 9一 1 9 7 9 ) 》 ,

② 《 文汇报 》 19 5魂年 1 1月 2 3日
,

第 2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