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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
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
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
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
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
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
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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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理宗赵昀（1204-1264），宋太祖之后，燕王德昭一脉的后裔，南宋第五位皇帝，在位四十年
（1225-1264），时间约占南宋朝的四分之一，于两宋皇帝中在位时间之长仅次于在位四十一年
（1023-1063）的宋仁宗。
理宗用过宝庆、绍定、端平、嘉熙、淳祐、宝祐、开庆、景定八个年号。
宋理宗去世后十二年，即恭帝德祐二年（1276），南宋都城临安就被元军攻占，临安陷落。
三年后的卫王祥兴二年（1279），被元军追杀而流亡东南的海上行朝在压山（在今广东新会）覆亡。
在宋元最后一次海上决战--压山海战中，宋军樯倾楫摧，不可挽回地失败了，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赵昺
（宋理宗之孙）蹈海殉国，南宋彻底灭亡。
理宗虽没有亲见南宋王朝的崩溃，但作为统治时间长达四十年的他，对此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南宋的国势不振和败亡也不能只归罪于一人，理宗欲以个人之力扶大厦于将倾确实极其困难，
他本人对此恐怕也深感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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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皇室远族继嗣登位　　第一节　皇室远族被选入宫　　一、史弥远废立皇储之谋　　嘉
定十三年（1220）秋，南宋都城临安（浙江杭州）史弥远丞相府，史弥远为子弟们聘请的家庭教师余
天锡准备暂时离开史家，据称是回故乡庆元府（浙江宁波）参加乡试，平静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将会扭
转乾坤的政治阴谋。
余天锡家与史弥远家是世交，关系非同一般。
余天锡（1180-1241），字纯父，号畏斋，庆元府昌国（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甬东村监桥人。
宋宁宗嘉定初年，与余天锡有世谊的史弥远任宰相，聘其为弟子师。
余天锡“祖父（余）涤教授史浩子孙，因居于鄞。
先是天锡亦为弥远府童子师。
性谨愿，绝不与外事，弥远器重之。
”余天锡与史弥远两家是三代人的情谊，祖父余涤就是史家的童子师，余天锡在考取进士以前也是史
府的弟子师。
史弥远与余天锡之间实质上是主仆关系。
　　余天锡为人谨慎小心，言谈举止极有分寸，除了兢兢业业地教育史氏子弟外，不干预分外之事，
表现得相当忠诚和稳重。
余天锡深得史弥远赏识，渐渐成为他可以推心置腹的人。
临别，史弥远交给余天锡一个重任，他对余天锡意味深长地嘱托：“今沂王无后，宗子贤厚者幸具以
来。
”余天锡领会这个安排的重大政治意义。
当时的政局对史弥远来说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史弥远不得不谋划应对之策。
　　“是时弥远在相位久，皇子兹深恶之，念欲有废置。
”余天锡虽然不主动参与外事，但是，生活在政治斗争旋涡中心的史弥远府中，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
面了如指掌，而且作为史弥远的心腹和谋士，对史弥远的嘱托奉命唯谨。
余天锡就担负着为史弥远找一个所谓“贤厚宗子”的重要任务。
理宗的出现与余天锡的发现与推荐就变得很关键了。
所以，有必要对这段历史细节加以考察。
　　首先，要澄清一下《东南纪闻》所述关于余天锡和赵与莒（理宗）为同里人的错误。
《东南纪闻》卷二写道：“理宗初在潜邸，与余天锡同里。
初生之夕，天锡见外问失火，红光烛天，奔到火所，实无有也。
惟荣王府开关明烛。
天锡入问，王答云：‘适生小儿。
’天锡知其为异，即求一观。
及入室，异香馥郁，若有二童子张青盖护之。
后太子兹忤史相弥远，史遂密谋于余，余遂告以理宗降诞之异，史遂命余荐之，权处以小职。
”余天锡的家乡在庆元府昌国县，而理宗的出生地为绍兴府山阴县虹桥里，本不在一地，所以不会发
生余天锡与宋理宗同里，余天锡看到理宗降诞的异兆之事。
也就是说，余天锡并非原来就认识理宗，而确实是后来偶然遇见他。
理宗被余天锡寻访得到，并引荐给史弥远，事情完全出于偶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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