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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下扬州”，我们来说说“上扬州”。
梁代殷芸《小说》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几个朋友在一起各言其志，有的想做高官，有的
想发财，有的想骑鹤上天成仙，其中一人则想三
者兼而有之，称自己要“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
州”。“骑鹤上扬州”中的“扬州”是指哪里呢？
答案有点意外：此处的“扬州”并非现在的扬州
市，而是南京。

“扬州”一名最早出现在 《尚书·禹贡》
中，传说大禹治水时将天下分为九州，扬州是九
州之一。《周礼·职方》：“东南曰扬州”，将包括
现在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的广大区域都
划入扬州。汉武帝时在全国设十三刺史部，后演
变成郡以上的军政机构，刺史称作“州牧”。十
三刺史部中也包括扬州，辖区依然很大，包括今
长江以南，江西、浙江等省，但有趣的是，现在
的扬州市辖区当时归入徐州刺史部。

东汉时，扬州治所先在历阳 （安徽和县），
后搬到寿春 （今安徽寿县） 与曲阿 （今江苏丹
阳）。三国时期，魏国和吴国都设有扬州，前者
治所在寿春，后者治所在建业 （今南京）。西晋
以后，东晋、南朝等时期，扬州治所都设在建康
（今南京），如今的扬州市当时属于南兖州。由此
可见，隋朝之前的扬州，与如今的扬州市并没有
多少关联，后者在这一历史时期称为广陵、海
陵、山阳、吴州，并不隶属于六朝时期的“扬
州”。因此，六朝诗文歌谣“骑鹤上扬州”“闻欢
下扬州”“江陵去扬州”“还侬扬州去”等所指的

“扬州”其实是南京。
隋初，吴州被改为扬州，设总管府，现在的

扬州城才与“扬州”这个名字有了关联。唐武德
九年 （626 年），唐王朝将扬州大都督府和扬州
的州府机关迁到现在的扬州市，从那时开始，

“扬州”这个名称就专用于广陵。
据《新华日报》

“骑鹤上扬州”中的扬州在哪

烟花三月，为何要下扬州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是唐代诗人李白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名句。诗中的“广陵”正是现在的江

苏省扬州市。烟花三月，乘着和暖的春风前往扬州，最初只是诗人孟浩然的一次壮游，但此后的千年时间里，它却成为每一个春天里
江南人踏青出游的优先选项之一。

大地回暖，春光明媚，春天里的扬州城到底有怎样的魅力，使得“烟花三月下扬州”的风尚赓续不绝，传承至今？

孟浩然，襄阳人，盛唐时期著
名田园诗人，与另一位杰出的山水
田园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

身逢盛世的孟浩然，一生中
很多时间都是在大唐帝国的大好
河山间漫游，足迹遍布大江南
北。根据《孟浩然年谱》等资料
的记载，孟浩然和李白的初次相
识是在唐开元十四年 （726 年）
夏秋间，地点可能就在扬州一
带。几年之后，在浙江绍兴担任
山阴尉的诗人崔国辅邀请孟浩然
前往绍兴、嵊州一带游览。孟浩
然从襄阳出发，在路过江夏时与
暌违多年的好朋友李白相逢。两
位诗人在长江边的黄鹤楼依依惜
别。因为孟浩然此次东去旅途中
的重要一站是广陵，临行之际，
李白写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
陵》 送别好友：“故人西辞黄鹤
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
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重
在写离别之情，友人挂帆远行，
诗人目送离去，东逝的江水犹如
李白对好友的依依别情。从诗意
上看，这是一首普通的叙事诗，
但后人却从中读出了另外的信
息：烟花三月的扬州城春暖花
开，草长莺飞，桃红李白，是天
下最美的所在。如果唐代也有旅
行攻略手册的话，肯定会将扬州
列为春天出游的首选目的地。

“李白的这句‘烟花三月下扬
州’给扬州城做了免费广告。”扬

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黄杰认为，这首经典的古诗
吸引了唐代的诗人纷纷来到扬
州，不吝笔墨地写下溢美扬州的
诗句。

孟浩然那次来扬州，作有
《宿扬子津寄润州长山刘隐士》
《广陵别薛八》《扬子津望京口》
等诗。李白本人也向往扬州城。
在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中，有论者读出了李白对孟浩然

“广陵之游”的羡慕。其实，李白
本人曾数次来到扬州，留下了

《淮海对雪赠傅霭》《题瓜洲新河
饯别族叔舍人贡》《留别广陵诸
公》《广陵赠别》等诗。他所写的

《秋日登扬州西灵塔》：“宝塔凌苍
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
标出海云长”，生动记录了扬州西
灵塔（栖灵塔）雄伟壮观的景象。

《扬州唐代史考》记载，有唐
一代，以诗名世的数百人中，确
切到过扬州，或在扬州为官而又
写有扬州作品传世的，多达六十
多人，包括骆宾王、王昌龄、崔
颢、高适、刘长卿、韦应物、刘
禹锡、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
杰出诗人。他们留下了和扬州相
关的诗歌两百余篇，其中安史之
乱之后创作的诗歌约占十之八
九。这些唐人诗作对扬州的环
境、风貌、名胜、古迹等方面都
有详细描述，对于考察唐代扬州
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字里行间，诗人们构建“诗意扬州”

虽然“烟花三月下扬州”诗
句发挥了广告效应，但唐代扬州
城的繁荣和富足才是吸引人们纷
至沓来的根本原因。唐代，扬州
地处运河与长江交汇之处，地理
位置突出，成为商贾云集之地。
当时扬州的城市规模虽然小于长
安和洛阳，但其繁华富丽的景象
是长安与洛阳都难以比拟的，所
以有了“扬一益二”的说法。

所谓“扬一益二”，是指在当
时全国范围内，以商业繁华的程
度而论，扬州排名第一，益州
（成都）排第二。这个说法的源头
可以追溯到唐代卢求的《成都记
序》：“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
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
声势也。”卢求虽然更爱益州，但
他记录的流行说法，分明显示扬
州排在益州之前。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
二五九卷中首次明确了“扬一益
二”的说法：“扬州富庶甲天下，
时人称‘扬一益二’”。南宋洪迈

《容斋随笔》 再次提到“扬一益
二”：“因其商贾如织，故谚语称

‘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

一而蜀次之也。”
《旧唐书》这样描绘唐代的扬

州：“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
天下”，扬州城经济繁荣，商铺林
立，来自全国各地的盐商、茶
商、珠宝商、药商、木材商活跃
在这个繁华都市中。扬州出产的
铜镜、毡帽、蔗糖、刺绣、船
舶、丝织品、木器家具在海内享
有极高的知名度，扬州城内分布
着果品市、饼市、鱼市、酒肆、
餐馆等各种行当，人们往来其
间，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层台
出重霄，金碧摩颢清”“十里长街
市井连，月明桥上望神仙”“夜桥
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
看看这些诗句，你能遥想唐代扬
州的市井繁华。

那时的扬州还是一座具备国
际声誉的城市。黄杰介绍，唐代
的扬州城里既有日本的遣唐使、
新罗的书生，更有扬州高僧鉴真
大师因东渡日本传播大唐文化被
尊称为“天平之甍”。新罗人崔致
远在扬为官后回国，因大力传播
唐朝文化被尊为韩国汉文学的开
山鼻祖。

“扬一益二”，唐代的一线城市

唐代以后，虽然受到战火洗礼，但扬州城的
繁华依然持续，尤其是在清代，随着扬州成为两
淮盐业中心，扬州的富庶再次名闻天下，造就了
瘦西湖、个园、何园、小盘古、天宁寺、大明寺
等令人流连忘返的胜迹。“一次次的重新崛起，
使得扬州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是人们心向往之的
目的地。”黄杰说。

竹西佳处，淮左名都，除了文化上的繁盛，
商业上的繁荣，扬州地处江淮之间，自然风光优
美。每到春天，扬州城莺啼燕语，绿草如茵，春
色迷人。清代诗人王士祯的《冶春绝句》：“红桥
飞跨水当中，一字阑干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
过，衣香人影太匆匆”；清代扬州藏书家马曰璐

《南园春柳词》：“城隈春水赤阑桥，一片晴波翠
袖招。我自独来先欲醉，好风频动最长条。”诗
人们笔下，浓墨重彩地描摹绿杨城郭旖旎春色的
诗句层出不穷。

千年之后，李白的那句金牌广告词“烟花三
月下扬州”依然吸引着全世界的宾客在春光明媚
之时前往扬州城。

据悉，目前的扬州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瘦大
个”（瘦西湖、大明寺、个园） 等旅游景点的扩
容或完善，古运河、古遗址、古城镇、古街巷、
古村落等成为重点挖掘的旅游资源。扬州旅游也
不仅仅只关注“烟花三月”而是“四季”，扬州
将成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历史文化
名城，成为世界人民都向往的诗意城市。

三月下扬州成流行旅游风尚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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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扬州三月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