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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名臣、民族英雄文天祥向来
以忠鲠不屈名垂青史，其《过零丁洋》

“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
青”，更是脍炙人口。历史的因缘际
会，文天祥生前不仅曾经三次与无锡
相遇，而且留下永载史册的高尚气节
和诗文。

据元朝脱脱所著《宋史·文天祥
传》和江西大学夏延章教授所著《文
天祥年谱》，文天祥出生于南宋理宗
赵昀朝的端平三年丙申，即公元1236
年五月初二，地点是吉州庐陵县（今
江西吉安县）淳化乡富田村。

到了理宗宝祐三年乙卯（公元
1255年），20岁的文天祥和弟弟文璧，
在吉州白鹭洲书院用功苦读后，皆考
中了吉州贡士，并获得了到南宋都城
临安（杭州）考试的资格。

这年的十二月十五日，父亲文仪
从陆路亲自送两个儿子到京师临安
（杭州）应试。到了宝祐四年丙辰（公
元1256年）正月十五，21岁的文天祥
在礼部的发榜中榜上有名。五月初
八，上榜者在集英殿接受朝廷对策，
到了五月二十四日朝廷发布黄榜，在
601名的考生中，文天祥成绩第一，成
为状元。

三年后，即理宗开庆元年己未
（公元1259年）正月，二十四岁的文天
祥陪同弟弟文璧经由水路到临安应
试。这次文璧中了进士。文天祥也
被朝廷补授为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
度使判官厅公事。

到了十一月，正在京师的文天祥
得知董宋臣（理宗贴身内侍）提出迁
都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敌锋的消
息后，便挺身而出，以“敇赐进士及
第”的身份，怀着披肝沥胆、干犯天诛
的心情写下了《己未上皇帝书》：“乞
斩董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并主
张：“简文法以立事”，即废除繁文缛
节，建立战时体制；“仿古镇以建守”，
即以几个州建立方镇，加强地方武
装；“就团结以抽兵”，即每二十家抽
兵一名，增加兵员；“破资格以用人”，
即破资格选用英豪，充任将帅。

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
地图集》，文天祥第一次由水路即由
吉州赣江出发经鄱阳湖、长江、镇江
而下转入内河京杭大运河，再经无锡
太湖而至临安（杭州）。这也就是他
后来在《过无锡》诗的序中所说“己
未，予携弟（文）璧赴廷对，尝从长江

入里河，趋京口”的源由，也是他首次
经过无锡时的印象。

文天祥第二次与无锡相遇，是在
南宋恭帝赵 当国的德祐乙亥（公元
1275年），这一年文天祥四十岁，此前
他一直在江西南昌、浙江杭州、安徽
宣城、湖南长沙等地任职。正月初一
他得到了元军渡江的谍报。到了十
三日，他又接到了太皇太后的诏旨：

“文天祥江西提刑，照已降旨，疾速起
发勤王义士，前赴行在。”他捧诏痛
哭，三天后，他传檄文于诸路，招兵屯
粮。很短时间，他便组织了三万义
兵。

八月驻兵杭州西湖。九月，朝廷
任命文天祥为浙西江东制置使、江西
安抚大使兼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
市）。十月十五日，到平江开始署理
事务。到了苏州后，文天祥即命朱
华、尹玉、麻士龙率江西义军三千加
上朝廷派来的淮将张全部二千援兵
计五千人前往常州救援。至五牧（今
常州武进横林、无锡洛社之间，原称
五木，后改称五牧），元军来犯，朱华
建议修筑防御工事，张全不允。元军
突至，义军迎敌苦战，张全坐视不救，
并趁夜率部潜逃。结果麻士龙战死，
朱华支持不住东撤，只有尹玉一部与
敌死战。尹玉冲锋陷阵，手刃敌兵数
十人，英勇牺牲。所率部五百战士，
只有四人脱险，余皆壮烈殉国。这次
战役失败，责任全在张全。文天祥本
想“先斩张全，然后取一时败将，并从
军法。”但陈宜中（右丞相）赦免了张
全，文天祥对此非常气愤。

到了十一月，元军分三路直取临
安：一路取嘉兴府的华亭（今上海），
经海路而南；一路由建康（今南京）出
广德，取余杭县西北的独松关；伯颜
（元中书、左丞相）居中攻取常州、平
江。独松关（今浙江安吉独松岭）是
临安门户，守卫力量最薄弱。陈宜
中、留梦炎乃调文天祥率领义军增
援。文天祥上奏朝廷：平江也是要
地，如果他离去，平江难保，临安堪
虑。他正在犹豫之时，朝命又至。文
天祥乃留下通判王举之、环卫王邦杰
守卫平江，他兼程驰援独松关。十八
日，元军攻常州，两天后城破，伯颜屠
城。二十四日，元军由常州进攻平
江，王举之、王邦杰献城降元。文天
祥的援军未到，元军于十一日急攻独
松关，只抵抗了两天，守将张濡弃关
逃跑，独松关落入元军手中，文天祥
只能回到临安。

文天祥后来在《吊五牧——五牧
在无锡县西北四十里》一文中感叹：

“呜呼，使此战张全稍手援可以大胜
捷，一夫无意，事遂宗社，呜呼天

哉！……首赴勤王役，功成事则天；
富平名委地，好水泪成川，我作招魂
想，谁为掩骼缘；中兴须再举，寄语慰
重泉。”由《年谱》的详细记载，可知文
天祥第二次与无锡相遇是从临安（杭
州）、嘉兴、苏州、无锡陆路至常州，常
州失利后，再后撤平江（苏州）。

文天祥第三次与无锡相遇，是在
南宋端宗赵昰当国的景炎（公元1276
年），这一年文天祥四十一岁。这年
的二月初五，伯颜在临安南宋朝廷的
祥曦殿正式举行仪式，六岁的皇帝赵
昰率领众大臣献降表，退帝位，元军
接收各政府机关、府库、图书档案及
各部门的符印文件，南宋148年的偏
安局面宣告结束。伯颜诱降文天祥
宁死不屈。初八日，伯颜祈请元朝廷
使贾余庆、吴坚、谢堂、家铉翁等有乘
舟北上元大都见忽必烈，请元帝纳
降。伯颜胁迫文天祥“随祈请使吴
坚、贾余庆等北行”。这天夜里，文天
祥“作家书，处置家事，拟翌日定行
止。行则引决（自杀），不为偷生”。
后来，他想到南宋尚有大片国土，复
国仍旧有望，遂决计放弃轻生念头，
暂时北上，再作打算。与他北上计由
元世祖招降的共12人分别是杜浒、余
元庆、金应、张庆、吕武、夏仲、王青、
邹捷、李茂、吴亮、肖应发等。十八
日，文天祥等乘船到达镇江。

从理宗开庆元年己未（公元1259
年）文天祥和弟弟文璧经由水路到临
安应试、廷对，到端宗赵昰当国的景
炎（公元1276年）已经过去十八年，十
八年前，怀报国壮志赴京都临安；十
八年后，作为南宋降臣的文天祥被押
赴元大都（今北京）。此时文天祥悲
痛不已，遂作《过无锡并序》：“己未
（公元1259年），予携弟赴廷对，尝从
长江入里河，趋京口。回首十八年，
复由此路，是行驱之入北。感今怀
昔，悲不自胜。金山冉冉波涛雨，锡
水泯泯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
千里外作行人。英雄未死心为碎，父
老相从鼻欲辛。夜读程婴存赵事，一
回惆怅一霑巾！”此诗序中的“行驱入
北”即指将赴元大都。而诗中的“金
山”是指京口三山之一的镇江金山，
此地为当年“从长江入里河”之地，

“锡水”则指京杭运河无锡之水。“曾
去路”指的是“己未兄弟两人赴朝廷
应对”，“作行人”则是指“元世祖招降
的12人”。诗的最后一联“程婴存赵
事”是指《左传》《史记》所载“晋灵公
时，程婴与老臣公孙杵臼以牺牲公孙
杵臼及程婴之子保住赵氏最后血脉
的‘赵氏孤儿’典故”。而“ 一回惆怅
一霑巾”是指自己以程婴复图赵氏明
志忍辱偷生。

十八日，文天祥等12人乘船到达
镇江后，被关押进镇江城沈颐家中住
了十天。在这十天里，杜浒和熟悉镇
江情况的余元庆经过周密计议、多方
活动，终于弄得偷渡的小船和通行的
官灯。二十九日晚，文天祥与杜浒以
下十一人，夜走真州（今江苏仪征），
三月初一日，文天祥等人历尽艰险，
于天亮时到达真州城。之后，因“镇
江府走了文丞相，许浦（今江苏常熟）
一路有马来捉”，他于二十八日逃亡
到通州（今江苏南通），又三十日至浙

江台州，于四月初八到达浙江温州。
五月初一日，益王在福安（今福建宁
德境）登基，是为端宗，改元景炎。陈
宜中为丞相，张世杰为枢密使，文天
祥为观文殿学士、侍读。二十六日文
天祥到达福安。

到了祥兴二年己卯（公元 1279
年），四十四岁的文天祥在二月初六
日经历了中国民族史上极为黑暗的
崖山（今广东江门境）海战，文天祥独
坐舟中“不胜悲愤，作长歌”《二月六
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
舟中》。三月三十日，文天祥被押广
州，四月二十二日，元将张弘范派都
镇抚石嵩和囊家歹押送文天祥去大
都（今北京）。与其同行者还有南宋
礼部侍郎邓光荐。五月二十五日，文
天祥一行到达南安军（今江西大余
县），改水路东下。二十八日，押运文
天祥的船只到了江西赣州，后沿赣江
到庐陵（今江西吉安）。在由赣江、鄱
阳湖入长江到建康（南京）时，已六月
十二日，次日邓光荐害病，被送入天
庆观治疗，两人临别填词相送。十月
一日，被押至燕。史实所载，文天祥
被押送元大都之路，即广东、两湖、江
西一带学子由洞庭湖、鄱阳湖、长江，
经南京，过扬州京杭运河赴北方的水
上路线。

文天祥与无锡的三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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