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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追溯南京近2500年的建城史，首次中兴当属东吴大帝孙权建都于此，史称建业，孙权也由此成为在南
京定都建城的第一人。
    孙权在建业开创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结合的国都建设先例。
孙权在立国之初，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都城建业迅速发展。
孙权重视文化教育，他不但自己好学博览，还诏立都讲、祭酒以教诸子；都城建业更是藏书丰富，南
北精英荟萃，成为繁荣昌盛的文化中心。
赤乌十年（公元247年）为康僧会立建初寺，命其地为佛陀里，为江左传播佛法之始，东晋南朝江南佛
教大盛，孙权实肇其端。
孙权高度重视造船业，倡导大规模航海，促进了水上交通和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的发展。
孙权时期开始建立的以建业为中心的水上运输网，大大促进了江南商业的发展，使其成为名震大江南
北的商业都会。
    孙权创建的建业城，不仅是当时东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也为后世历代奠定了城市的基
本格局。
东吴以下，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等王朝相继在此建都，南京遂有“六朝古都”之誉；此后南唐
、大明、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等均定都于此，故又有“十朝都会”之称。
可以讲，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基础，始于孙权。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代代相传的文脉，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故事，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
的DNA。
在孙权定都建业1800年之后的今天，编辑出版《吴大帝孙权与南京》一书，解读东吴大帝孙权不凡功
业，展示古都南京发展的历史进程，诠释南京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对于我们延续南京的城市历
史和文脉，增强这座城市的吸引力和永恒魅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历史文明，保护城市历史风貌，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也是新时期加强
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任务。
当前，我们正在按照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先人的理念要求，以保护与利用、改造与复兴为方针
，重点挖掘整合六朝、明朝、民国等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做到全面保护、活态保护；同时，我们也
正在推进包括孙权纪念馆等在内的一批重大历史文化保护项目，展现古都金陵文化特色，熔铸新时期
城市精神，实现古都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
    是为序。
    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季建业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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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京近2500年的建城史上，首次中兴始于吴大帝孙权建都于此，他承前启后，是影响南京及江南
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人物，奠定了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基础。
　　为普及、宣传孙权及孙吴政权对南京历史发展的贡献，弘扬城市历史文化，明孝陵博物馆历时近
一年收集史料、潜心研究，编撰完成《吴大帝孙权与南京》一书。
　　《吴大帝孙权与南京》图文并茂，知识性与趣味性兼具，内容围绕孙权一生功业，分为“开基立
业”、“建立吴国”、“东吴贡献”、“建都南京”、“魂归钟山”五个章节，充分凸显了孙权作为
建都南京第一人，对南京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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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拘一格举贤任能    孙权的军事才华稍逊父兄，但知人善任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其手下主将来说，周瑜之后有鲁肃，鲁肃之后有吕蒙，吕蒙之后有陆逊，皆青年才俊，孙权用之不
疑。
    孙权用人，尽其所长，弃其所短，不求全责备，也不论资排辈。
张昭是孙策敬重的大臣，临终托为辅臣。
有一次，孙权要任命一个丞相，所有人都举荐张昭，但孙权没有答应，他认为张昭属于那种可敬重而
未必可倚重的人。
他说，张昭性格倔强，他宁可以师礼待之，也不想把国家交给张昭管理。
他曾与陆逊书，从容谈论周瑜、鲁肃、吕蒙以及陆逊等人的功绩和长短得失，表露出更欣赏和包容年
轻有为者的性情和雅量，明确提出“不求备于一人”的用人原则。
孙权认为鲁肃有两长一短，为其确立帝业蓝图以及支持联刘抗曹是其两长，而劝其将荆州借给刘备则
是其一短，但一短不足以损两长。
其他诸将如甘宁、潘璋两人骁勇忠勤而粗猛好杀，潘璋更是奢侈骄逸而屡犯法禁，孙权惜其才而谅其
短，两人感知遇之恩而效死力，立了无数战功。
孙权所用丞相，如顾雍、陆逊，都具有王佐之才。
遣使曹操的外交人才，如徐详、赵咨，都堪任专对，不辱君命。
    孙权从多方面破格起用人才，并能“授之以方，扶之以长”，很得人心。
  吕蒙少时，果敢有胆气，但粗疏而身微，且学问不足，孙权劝他学文读书，后来智慧大增，成长为
一员儒将，筹略奇谋可与周瑜比肩。
孙权用人以专，信而不疑，也深为臣下所折服。
刘备与曹操都曾忌惮周瑜的军事才干，向孙权说周瑜坏话，孙权不为所动。
刘备到京口见孙权，挑拨离间，说周瑜“文武筹略，万人之英”，“恐不久为人臣”，但孙权信任依
旧。
曹操写信给孙权，说赤壁之战，因军中有疾病，是他自己烧船撤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但孙权
重用依旧。
周瑜死后，孙权流涕说：“公瑾（周瑜字）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
”孙权派诸葛瑾出使蜀国时，因诸葛瑾是诸葛亮的亲哥哥，好些人认为诸葛瑾将一去不还。
孙权听说这个传言后拍案而起，说道：“我与子瑜（诸葛瑾字）生死与共，天地同鉴，子瑜不会背叛
我，就像我不可能背叛子瑜一样。
”果然，诸葛瑾回来了。
陆逊镇西陵，孙权委以结和蜀汉的重任，刻了一枚能够代表自己的印章交给他。
孙权每次给诸葛亮和刘禅的书信，都要陆逊过目删定，然后盖印发出。
    孙权深得用人之法，君臣和谐，结之以情。
孙权与群僚相处，礼仪随便，常与群臣喝酒行令，调笑取乐，充满哥儿们义气，而又有节制分寸。
他对文武重臣各有不同，“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兄事周瑜”。
张昭容貌矜严，性刚辞厉，不苟言笑，常与孙权冲突。
有一次，张昭因孙权不采纳自己的意见，称病不朝。
事后证明孙权错了，张昭对了。
孙权后悔，多次派人慰问张昭，请他上朝，张昭固执不起。
孙权亲自去请，张昭仍然闭门不出。
孙权没有办法，放了一把火恐吓张昭，谁知张昭反而让下人用泥土把大门填实。
孙权只好让人灭火，站在门外久等，这时张昭的儿子们才强拉老头子出门。
孙权与张昭共坐一辆车回朝，并作深刻检讨，才算了事。
像这样的君臣关系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孙权待周瑜、鲁肃则均敬如兄长，经常把他们请到家中，一边喝酒，一边商议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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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议前他还常常会把自己年高德劭的老母亲请出来，让母亲代自己说两句得体的话。
周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帮助孙策创建江东大业，孙策临终前嘱咐孙权“外事不决问周瑜”，可见彼
此知根知底。
难怪赤壁之战，周瑜对曹操所遣说客蒋干说：“大丈夫处世，碰上知己的明主，既有君臣之义，又有
骨肉之恩，言听计从，同甘共苦，即使苏秦、张仪转世，郦食其复出，也不能说动我万一。
难道老兄还能动摇我的决心吗？
”一席效忠之言，使得蒋干佩服得五体投地，话到口边被噎回去了。
    对于战功卓著的将领，孙权不只是封邑赏赐，更重视给予政治礼遇，使之光耀于人前。
赤壁之战后，鲁肃归来，孙权率诸将相迎，并亲自下马接待。
孙权问鲁肃，这等礼节是否够气派。
鲁肃回答说：“这还不够。
鲁肃要的是至尊统一四海，总括九州，完成帝业，以朝廷安车征召鲁肃，那才是最高的荣耀。
”鲁肃的回答，语惊四座，君臣大笑，一片和乐。
  吕蒙平定荆州，孙权在公安大会群臣，庆贺胜利，当众赠给吕蒙步兵鼓吹，活动结束后用兵马导从
，选虎威将军官属为仪仗，前后鼓吹，光耀于路。
陆逊击退曹休魏兵，孙权召见，假黄钺，亲自执鞭相迎，礼遇之高，达于极限。
贺齐征讨，立功还都，孙权亲自出郡迎接，作乐舞象，以示隆重。
孙权又赐给贺齐骈车骏马，让贺齐罢骑就车，贺齐推辞不敢，孙权让左右扶贺齐上车，令仪仗导从。
孙权目送着贺齐坐车远去，离开百余步才转身起行，并对左右说：“一个人做事，应当努力建功，不
然得不到这样的殊荣。
”这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天机。
    孙权亲贤贵士，懂得尊重他们并化解新老之间的矛盾。
东吴原有一班当年追随孙坚、孙策的老将，个个资历深厚，但孙权认为这些人忠勇有余，智谋不足，
难以担当大任。
所以每逢大战，孙权都会起用一些新人。
如何让老将们诚信服膺，孙权妙招迭出，效果奇佳。
建安十八年（213），孙曹濡须之战，孙权让出身寒门的平虏将军周泰镇守濡须坞，老资格的朱然、徐
盛任周泰的副手。
孙权知道朱、徐二将肯定心中不服，一天便以视察之名来到濡须坞，为诸将举行宴会。
酒席上觥筹交错，孙权突然让周泰把衣服脱了，举座皆凉，但见周泰身上剑伤累累、刀痕处处，都是
为国战斗而留下的创伤。
孙权向在座诸将讲述着每一疤痕的战斗事迹，最后说：“将军，我与你亲如兄弟。
将军在战场上战如熊虎，为孙某不惜躯命，以至受伤数十余次，皮肤历历如刀凿，我孙某又怎能不知
恩图报，委将军以兵马重任呢？
”说到动情处，孙权拉住周泰的臂膀，泣不成声。
孙权当即把自己用的头巾和车盖赏赐给周泰。
宴会结束，孙权命奏军乐，在一片肃穆的鼓角声中，让周泰作前导，诸将簇拥，走出宴会场所。
孙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诸将和睦，朱然、徐盛心悦诚服。
    孙权对文武大臣的生活起居，生老病死极为重视。
他曾对众将说：“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复是过。
荣福喜戚，相与存之。
”吕蒙病重时，孙权将其迎至内殿，守护在吕蒙周围，寻医问药。
周瑜去世时，孙权为其素服举哀，并妥善安排其子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周瑜长子周循，为周瑜次
子周胤娶宗室女，将周女纳为太子孙登妃。
鲁肃去世时，其子鲁淑尚未出生，待其成人后，孙权任命其为濡须督。
凌统死后，留下两个孤儿，孙权养于宫中，待之如同亲子。
每宴宾客，孙权叫他们来会客，夸奖说：“此吾虎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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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延请师傅，令其修文习武，长大后统领其父兵。
孙权如此对待诸将，其部下自然乐于效命，最终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也开拓了疆域。
    P22-25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吴大帝孙权与南京>>

后记

历史文化名城南京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又素以“六朝古都”闻名于世，开创南京建都史的吴大帝孙
权承前启后，是影响南京及江南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路向的重要历史人物。
为进一步展示古都深厚文化底蕴，解读南京城市发展密码，明孝陵博物馆策划编撰了《吴大帝孙权与
南京》。
明孝陵博物馆此举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南京市人民政府季建业市长欣然作序，陈刚副市长、
中山陵园管理局王薇局长、余金保巡视员给予指导，卢海鸣、李天石、王志高、徐智明等专家学者校
阅书稿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
本书的编撰还得益于对王永平、卢海呜、张作耀等专家学术专著的学习和吸收。
在此向各位领导和专家致以诚挚的感谢！
    本书由明孝陵博物馆向阳呜、夏爱军、臧卓美、王广勇、张春子撰写，周钰雯馆长全面统筹。
因编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指正。
    明孝陵博物馆    二○一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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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明孝陵博物馆编撰的《吴大帝孙权与南京》一书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季建业作序。
解读东吴大帝孙权不凡功业，展示古都南京发展的历史进程，诠释南京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本书的出版对于我们延续南京的城市历史和文脉，增强这座城市的吸引力和永恒魅力，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吴大帝孙权与南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