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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战国末期，寿春是八公山下最为重要的
一座城池。当楚国日渐衰落的时候，便将都
城迁于寿春。

楚考烈王在淮北平原上的巨阳为都十三
年后，最后离开此地，将楚都迁到颍河与淮河
交汇处的淮河南岸寿春建都。“寿春”的名称
第一次见于史籍，是在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
前 241 年）。选择寿春建都，这是必然的选
择。这里交通方便，地域广阔，农业发达，气
候适中，可以养活一个诸侯国的政权机构和
军队。《晋书·伏滔传》中曾经这样描写寿春地
理之妙:“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
接梁宋平涂不过七百，而援陈许水陆不出千
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龙泉之
陂(期思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
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
焉。山湖薮泽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产草滋
之实，荒年之所取给。”由此可知，江淮流域之
富庶，莫过寿春；江淮文化之精华，毕集寿
春。同时，作为都城，又可以把淮南、淮北广
大地区连成一片。淮北之地虽无高山大川可
守，但是有一望无际的黄淮冲积大平原，盛产
五谷。楚顷襄王时曾封庄辛为阳陵君，着力
开发过淮北之地；封黄歇为春申君，赐与淮北
之地十二县。楚国在寿春建都，对于国家的
发展，有着美好的前景和自由驰骋的广阔天
地。

据《八公山志》记载，寿县地区开发较
早。原始社会末期，这里居住着淮夷民族，是
称虎方的强悍部落。寿春建置的历史十分久
远。相传禹分天下为十二州，寿春属扬州之
地。夏、商、西周时期，属偃姓方国蓼、六及淮
夷方国的主要活动地区。春秋时为楚、吴、蔡
等国占据。周襄王三十年(公元前622年)，楚
灭六、蓼，地入于楚。周景王十六年(公元前
529 年)吴略州来，并占据寿春。周敬王二十
七年(公元前493年)，蔡国为躲避楚国势力的
压迫，求吴国翼护，迁都州来，州来改称下

蔡。寿春之地归属蔡国。八公山成为蔡都的
屏障。周贞定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47年)，楚
国东下灭蔡国，寿春再次归楚。

据史书记载，历代楚都，均名郢都。楚文
王定都纪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在秦的强大
压力和攻势下，楚曾数次迁都。楚考烈王二
十二年，（公元前241年），楚与韩、赵、魏、卫合
纵攻秦，楚为纵长，至函谷关为秦所败。楚国
势力渐衰，楚都被迫东徒寿春。寿春成为楚
国最后的国都。

寿春之名源自楚考烈王时代，考烈王元
年(公元前 262 年)，任黄歇为令尹，赐淮北十
二县，号春申君。此地原为州来国土，因成
为春申君之采邑，始得名寿春。寿，长久之
义，吉祥之词；寿春含“为春申君寿”之意。
考烈王迁寿春后，寿春成为楚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很快发展成为数十万人的大
都会。

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公元前 238 年)薨。
经历幽王、哀王、负刍，秦灭了韩、魏两国后，
准备伐楚。秦王与将军们商讨灭楚时，老将
王翦说需要动用60万兵马，年轻将军李信说
只需20万。秦王赞成李信意见，认为楚国容
易解决，遂派李信率20万兵马进攻楚国。不
料大败于楚。秦王遣王翦将兵60万来攻，破
寿春，虏王负刍。楚遂亡。

楚以寿春为都18年，历四王。
楚国灭亡以后，楚将项燕还在淮南起兵

抗秦，图谋恢复，大战于蕲(在今宿州境内)，为
秦所败，项燕自杀。王翦遂乘胜略取楚地，直
到江南，安徽全境尽入秦国版图。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制
的国家，分设郡县，把原属楚国的安徽各地，
分属于九江郡(淮河以南)、泗水郡(皖东北)、砀
郡(皖北)、陈郡(阜阳地区西部)、衡水郡(皖
西)、鄣郡(江南)，郡设监、守、尉，万户以上的
县设令，万户以下的县设长，管辖地方，统属
于中央。九江郡治寿春邑(实为县)。

说说楚都寿春的那些事
本报记者 李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