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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昰死后，赵昺登基，改元祥兴。
“（六月）己未，昺徙居崖山”。杨长征
称，从这段记录可获悉，赵昺于 1278
年6月28日迁徙到崖山。

崖山位于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南约50公里的崖门镇。东有崖山，西
有汤瓶山，两山之脉向南延伸入海，如
门束住水口，就像一半开半掩的门，故
又名崖门。由于崖山和崖门位于海陆
交界处，靠山连海，比孤军困守孤岛的
态势要好得多，张世杰认为崖山是天
险“可扼以自固”，因此被南宋重臣们
选择为抗元的最后基地。

祥兴元年（1278），文天祥带领残
部，转战广南东路东部地区。六月，为
摆脱元兵的围追，他要求赴援崖山行
朝，遭到当政者拒绝。十二月，文天祥
在广南东路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

祥兴二年（1279）正月，张弘范率
元军攻至崖门，元军浩浩荡荡陆续抵
达崖山，对南宋在崖山的据点形成三
面包围之势。在这场持续了 23 天的
崖山海战中，宋元双方投入大量的兵
力，以及两千余艘大小战船。

杨长征介绍，宋朝官兵及民众约二
十余万人（因宋朝是募兵制，家属随行，
真正军人应为几万人），战船一千余艘；
元军约二万人（不计水手），其中蒙古军
一千人，战船四百艘。史书记载称：“遣
人入山伐木造行宫三十间、军屋三千
间。”“时官民兵尚二十余万，多居于
舟。”宋军筹粮、造船、准备武器，“濒海
居民以乌蜑船千艘赶赴崖山救主”。

元 军 于 祥 兴 二 年 正 月 十 二 日
（1279 年 2 月 24 日）押着文天祥过零丁
洋，正月十四日（2 月 26 日）抵达崖

山。正月二十日（3 月 6 日）左右，张弘
范请文天祥劝降还在崖山抵抗的宋
军，写劝降信给张世杰、陆秀夫等人，
文天祥不从，遂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
的《过零丁洋》以明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落落四周
星。山河破乱风飘絮，身世浮云雨打
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上叹零
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见明嘉靖版《香山县志》）。（关
于《过零丁洋》，有不同版本的记载，
有的版本前四句为“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张弘范内心里很佩服文天祥，但
面子上下不来，就让手下押着文天祥，
让他去观战，看他张某人怎么灭掉大
宋王朝。”珠海博物馆保管部主任杨长
征补充了这一历史细节。

祥兴二年二月初六（1279 年 3 月 19
日），元军由南北两个方向，向崖山发
起总攻。宋军虽陷入绝境，却拼死抵
抗。战斗到最后，陆秀夫见大势已去，
遂背起年幼的皇上赵昺“蹈海殉国”。

后宫诸臣随之纷纷投海，“死溺者
数万人”。张世杰率残部突围而出，西
行到今阳江海陵岛西南海域遭遇暴风
雨，海船在大浪中剧烈颠簸，最后全军
覆没。

二月初六（3 月 19 日）那天，文天
祥在元军海船上目睹崖山海战的惨
烈，写诗恸哭：“一朝天昏风雨恶，炮
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
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崖海，今
朝只有北船在。……惟有孤臣雨泪
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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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过后，文天祥被押至元大都，
被囚三年，屡经威逼利诱，仍誓死不
屈。

狱中生活，文天祥在诗作《正气
歌》中有所提及，“余囚北庭，坐一土
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
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

文天祥在《正气歌（并序）》中说，
他以虚弱的身子在如此恶劣的环境
中生活了两年，却未生病，提及支撑
他坚贞不屈的精神力量是正气，即孟
子所说的充塞于天地之间的至大至
刚的浩然之气。文天祥崇高的民族
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读之令
人动容。

面对忽必烈的劝降，文天祥回答：
“天祥为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
死，不能活！”

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
年 1 月 9 日），文天祥慷慨就义。杨
长征介绍，就义前，文天祥环顾四
周，请围观的百姓给他指示哪个方
向是南方。等到辨明方向后，他就
恭敬地朝南礼拜，昂起头颅，让大宋
王朝的最后一抹夕阳，发出耀眼的
光芒。正所谓：臣心一片磁针石，不
指南方不肯休！

时人邓光荐，满腔敬意为其做了
墓志铭，其中写道：“南北之人无问识
与不识，莫不流涕惊叹，乐道其平
生。”

时间荏苒，距离那段荡气回肠的
历史已是数百年，但人们从未忘却那
段历史。为纪念文天祥当年过零丁洋
途经桂山岛海域，珠海桂山岛建设了
集休闲、娱乐、锻炼于一体的文天祥广
场。广场的规划设计以文天祥一生事

迹为主线展开：广场前面矗立着四根
文化柱，讲述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立志、
报国、取义、献身的事迹。广场正中立
有一尊武将造型的文天祥雕像，像高
5.5 米，昂首挺立，手握利剑，袍襟飘
然。文天祥手握利剑眺望着珠江口，
印证着他誓死保家卫国，碧血丹心。

而今日的珠海海阔天清，战争的
硝烟早不复见，但不少当年的历史遗
迹仍然留存。横琴深井村，出土了一
批宋元时期的陶瓷器残片，这里当时
是一处南宋行宫的所在地。有六百年
历史的南门村距离崖门不远，赵氏族
墓和祠堂记录了南宋赵氏后裔的迁
徙、繁衍和世代传承。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珠海陆续
出土大批古钱币，其中一次出土的数
量甚至超过万枚。这些古钱币九成以
上都是宋代钱币，几乎涵盖各个年代，
推测应是宋人在战时仓促撤离时所埋
入地窖的遗存。

位于崖门入海口以东的平沙大虎
山水井口遗址，包含了两期文化遗存，
其中属于宋元时期的遗存中，出土器
物的类型和排列组合方式十分独特，
或与当年军队的驻扎和撤守相关。

它们不仅生动言说着过去，也深
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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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临安城投降前夜，益王赵昰、广王赵昺
被护送潜出城外，为赵宋王朝保留了一丝血脉。
南宋皇室开始了“流亡”。

德祐二年，南宋皇室成员到达福建福州，陆
秀夫和张世杰也陆续赶来，辅佐南宋皇室。德祐
二年五月初一（1276 年 6 月 14 日），赵昰称帝，史
称宋端宗，改元景炎。历尽千辛万苦，文天祥辗
转来到宋端宗赵昰的行朝驻地福州。

为了躲避元军的追击，宋端宗率领40多万军
民到广南东路一线寻找出路。1277年，南宋小朝
廷来到了井澳（今珠海横琴岛）一带。

但南宋小朝廷刚到井澳一带，元军将领刘深
又追了过来。为了抵抗元军，张世杰以十字门为
核心，展开战略部署，与元军打了一场激烈的海
战，史称十字门海战。按照传统的说法，在一个
多月的时间里，十字门海域就发生了四场激战，
宋军一胜三败。

第一战是井澳海战，元军在 1277 年 11 月中
旬突袭井澳，获胜后撤出。

第二战是在1277年 11月下旬，元将哈喇歹、
宣抚使梁雄飞、招讨使王天禄合兵围攻香山岛南
端的濠镜澳（今澳门）。宋军大败，被夺去大批战
船和军资器械。陈宜中、张世杰带领数千官兵突
围而出。

第三战是井澳反击战。1277 年 12 月，元将
刘深袭井澳。宋师顺风放火反攻，击退元军，取
得一次难得的胜利。但随后却遇见恶劣天气，御
舟倾覆，小皇帝端宗掉入海里，救上来后受惊吓
得病。

第四战是谢女峡追逐战。1277年12月下旬，
刘深重整队伍攻谢女峡。四场海战下来，宋军遭
受重创，损兵折将近半，元气大伤，直接影响了南
宋之后的走向，加速了南宋流亡朝廷灭亡的命运。

十字门海战这段经历，文天祥曾留下文字，
为我们今天研究当年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御舟离三山至惠州之甲子门驻焉。巳而迁
官富场。丁丑冬，敌舟来，移次仙澳，与战得利。
寻望南去，止碙州（洲）。景炎宾天，盖戊寅四月
望也。呜呼，痛哉！”

珠海博物馆保管部主任杨长征称，文天祥留下
的虽然只是短短几十个字，但交代了很多重大的历
史事件。当时，赵昰和他弟弟赵昺颠沛流离，离开了
三山，一路辗转到了惠州的甲子门，没多久又转移到
官富场（今香港岛一带）。丁丑年（1277）的冬天，敌
舟（元朝的水师）来（杀到），只好“移次仙澳”，即逃到
大小横琴岛海域。“与战得利”，哀兵必胜，张世杰利
用外十字门有利的地形，布局得当，取得了胜利。

杨长征介绍：“当时的横琴没有今天这么大，
大横琴岛、小横琴岛隔海峡（即后来所称中心沟
海域）相望，‘寻望南去’，由于此处不适合久留，
他们就找到了碙州（洲），即今天的湛江硇洲岛，
上岛没多久，宋端宗景炎帝赵昰就‘宾天’（驾崩）
了，而且有准确的时间，‘戊寅四月望也’，也就是
戊寅年（1278）四月望日（农历四月十五日），即
1278年5月8日。”

文天祥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用杜甫的数
句诗写了首《集杜句有序》来表达悲痛心情：阴风
西北来，青海天轩轾。白水暮东流，魂断苍梧帝。

杨长征解释，轩轾是个典故，车子前高后低
称轩，前低后高称轾，这句诗表达天意不公，天公
都不保佑大宋王朝的意思。苍梧也是个典故，古
代泛指岭南地区，作者借杜甫这句诗谓宋端宗死
于南下途中。

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军南下，攻陷北宋首
都，掳走徽、钦二帝，导致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
难。同年五月初一，宋徽宗之子赵构在应天府登
基，改元建炎，拉开了南宋的序幕。南宋成立后，对
定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直到绍兴八年
（1138），南宋正式迁都临安府，也就是今天的杭州。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
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末年，国事
衰颓。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六月，忽必烈下诏
平宋，丞相伯颜担任最高统帅，南宋政权危在旦
夕。当年七月，宋度宗病逝，宋恭帝即位，谢太后
临朝称制，下诏勤王。德祐元年（1275），当时在
江西赣州任知州的文天祥变卖家产，招募义士，
赶赴都城临安，应诏勤王。

德祐二年（1276）正月，当大家还沉浸在新年
氛围中时，伯颜率领三路人马进攻临安。5岁的
宋恭帝和太皇太后（谢道清）相继被俘。

朝堂上一片混乱，不少大臣建议投降。但有
一人，提出只能议和不能投降，他便是文天祥。
文天祥生于宋理宗端平三年五月初二（1236 年 6
月 6 日）。他出生时，南宋和蒙古的战争已经拉
开序幕。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中进士
第一，成为状元。他与陆秀夫、张世杰被誉为“宋
末三杰”。

文天祥临危受命，出任右丞相，赴元军大营
议和。面对元军主帅伯颜的恐吓，文天祥慷慨陈
词：“吾乃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
镬，非所惧也！”

伯颜钦佩文天祥是位英雄，劝说文天祥归顺
大元，文天祥誓死不从后被扣押。之后，文天祥
被押往元大都，所幸于途中趁机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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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人物时间表

珠海桂山岛上，南宋丞相文天祥

的石像临风而立。七百多年前，被元

军俘虏的文天祥途经零丁洋（现亦称

作“伶仃洋”），写下了“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不朽诗篇。

尽管这位状元宰相对南宋朝廷

仍抱有希望，但十字门海战及崖山海

战后，流亡的南宋朝廷最终未能逃过

覆灭的命运。两军交战已湮没在时

光的长河中，但在珠海出土的大量文

物，仍在诉说着海上激战的历史，以

及文天祥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

爱国主义精神。

1236 年 6 月，文天祥出生。
1256 年，文天祥中进士第一，成为状元。
1274 年 7 月，宋度宗病逝，宋恭帝即位，

谢太后临朝称制，下诏勤王。
1275 年，文天祥变卖家产，招募义士，赶

赴都城临安，应诏勤王。
1276 年农历正月，元军进攻临安城，文天

祥赴元大营议和，被扣押，后逃脱。
1276 年 6 月，南宋皇室成员到达福建福

州，赵昰称帝，史称宋端宗。
1277 年，南宋小朝廷来到了今珠海横琴

一带。
1277 年 11 月至 12 月，宋元十字门海战，

激战四场。
1278 年上半年，剩下的宋军离开香山，先

迁至硇洲岛，后转至崖山。
1278 年 12 月，文天祥在广南东路海丰五

坡岭兵败被俘。
1279 年正月十二日（2 月 24 日），文天祥

过零丁洋。
1279 年正月十四日（2 月 26 日），元军抵

达崖山。
1279 年正月二十日（3 月 6 日）左右，文天

祥写下《过零丁洋》。
1279 年 3 月 19 日，宋元崖山决战，陆秀夫

背起年幼的皇帝赵昺“蹈海殉国”。
1283 年 1 月 9 日，文天祥在大都慷慨就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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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山海战情景再现（翻拍于珠海博物馆）

文天祥雕像手握利剑眺望着珠江口

珠海十字门一带出土的宋代铁投枪

扫 二
维码，看精
彩视频

珠海十字门一带出土的宋代陶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