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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发展赋予了“重庆”新的内涵。有人
将卫聚贤的解释用一个欢乐、吉祥的词语来高
度概括，就是“双重喜庆”。直到今天，许多人介
绍重庆时，仍然惯用“双重喜庆”。

（作者系重庆文史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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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格提拔”的太子终于当了皇帝
宋光宗834年前命名“重庆府”

公元1189年，宋光宗赵惇从父亲孝宗手中
接过皇位，成为南宋第三位皇帝。

在此之前，他曾赐封恭王。这个封号来源
于恭州，恭州由此成为宋光宗的“潜藩”。须知

“恭王”只是封号，这并不代表赵惇曾来过恭州。
赵惇是宋孝宗第三子，按例很难继承皇

位。谁料孝宗长子因病去世，依序应由次子继立
为太子，这也是孝宗所愿。但太上皇宋高宗和太
皇太后吴氏都属意三子赵惇，孝宗是个大孝子，
不敢违背父亲意愿，只好顺从地把恭王赵惇立为
太子。太子惇一做就是十几年，渐渐有了白发，
孝宗却迟迟不肯禅位，赵惇很有些着急了。

孝宗也不是贪恋皇位，他其实已有“倦勤”
之意，只是高宗还在世，如果他禅位，就会出现
两位太上皇，这是历代从未有过的情形。终于，
宋高宗去世后的第二年，孝宗以守丧为名，把皇
位禅让给了赵惇，是为宋光宗。

宋代有“潜藩升府”的传统，也就是新皇帝
即位后，会把自己过去受封号的州，升级为府。
宋光宗即位当年，从自己的潜藩中选择了恭州，
将其升为府，同时改名重庆，重庆府由此诞生。
迄今为止，“重庆”之名已沿用了834年。

封恭王时15岁，即帝位时已经42岁
宋光宗的“双重喜庆”并不同步

宋光宗将恭州升为重庆府，但为何取名“重
庆”，史上没有记载，成为了一个谜。

古人猜测，大概是因地处顺庆府（今南充）和
绍庆府（今彭水）之间而得名。可是顺庆和绍庆
得名时间均晚于重庆，这个猜测显然是错误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被定为战时首都，众
多机构、工厂、学者迁入重庆，重庆的历史也由
此受到历史和考古学家的关注。

在这些人里，有一人名叫卫聚贤，抗战时著
名国学刊物《说文月刊》的创办者，他对“重庆”
地名的由来产生了兴趣。当时社会中流行“双
重庆祝”“双重庆典”一类的话语，把同时发生的
两件事放在一起表示庆祝，这样的流行语启发

了卫聚贤，或许“重庆”的命名者也遇上了两件值得庆
祝的事呢？

于是他在典籍中寻找，发现宋光宗由恭王即皇帝
位，恭州就是重庆，宋光宗是以封为恭王是庆幸的事，
由恭王升为皇帝，更是重重的庆幸，这不就是“重庆”
的由来吗？现在重庆既是抗战根据地，又是建设策源
地，真是名副其实的“重庆”啊。

然而这个解释或许并不准确。宋光宗并非由恭
王即皇帝位，而是以皇太子身份即位，封恭王时他才
15岁，即帝位时已42岁，这个时候不可能还想到27
年前封王的庆幸。事实上，每一个皇子都会封王，
这不是独有的幸运。即位时赵惇只觉等待的时
间太长了，再不让他当皇帝就要老了。

“祖父俱存者，今曰重庆”
“三世重庆”可能是命名动机

历史在不断发展进步，我们今天对历史的了解
也比以往更加深入，笔者尝试对此问题进行了一些
探索。

楼钥，是南宋孝、光、宁三朝大臣，有“一代文宗”
之誉。他曾在自己的文集里写道：祖父俱存者，今曰
重庆。意思是，祖父和父亲都健在的家庭，今天称为
重庆。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宋光宗所在的皇家恰好就
是这样一个“重庆”之家。

宋高宗建立南宋，与金国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为
了使自己身后仍保尊荣，决定禅位。经过多年考察，
他从养子中选择了赵昚（shèn）为他的继承人，这就
是宋孝宗。1162年，孝宗即位，他为岳飞平反，推行政
治军事改革，力图收复北方失地，被称为南宋最有作
为的皇帝。而高宗摆脱“万机”政务后，一面享受着优
游卒岁之乐，一面仍然控制着朝政，隔代挑选了赵惇
为皇太子。

皇太子就是储君，赵惇由恭王府搬入皇城东
宫，加上太上皇高宗和皇帝孝宗，此时的皇宫居
住着三位“皇帝”，相当于三世同堂，正符合民
间所称的“重庆”。

三世同堂现在看来较为平常，但在古代其
实极为稀见。古诗有云：“青云重庆少”“人家具
庆已燕喜，人家重庆更可伟”“嗟哉重庆世罕有，
伟矣君家德厚深”。

“重庆”在民间已经很罕有了，放在君王之家就

更加稀罕了。不仅如此，高、孝、光宗还有一个
特别之处，他们分别出生于丁亥、丁未、丁卯年，
恰好都以“丁”字开头，而“亥、未、卯”在阴阳家
眼里又是一种吉祥的三合搭配，这一巧合更加
凸显了至尊皇家的特殊性。

一次太子惇过生日，臣子范成大送上《东
宫寿诗》，其中有一句：中兴归濬哲，重庆启元
良。意思是：国家中兴归功于有智慧的君主，
英明的太上皇和皇帝又培养出了贤德的太
子。此后他又写了一句：君亲重庆日，家国中
兴年。意思是皇家三世同堂的日子，也是国家
兴盛的年代。

范成大有意将“重庆”对仗“中兴”，就是想表
达皇室兴衰与国运密切相连，皇室兴则国运兴。

当赵惇登基称帝时，文武百官齐上表称颂：
重庆有光，仰东朝之慈爱；双亲并奉，极北内

之尊荣。此时，高宗虽然去世，但太皇太
后吴氏还健在，她“母仪四朝”，仍然对
朝廷发挥着举足轻重甚至扭转乾坤
的作用。

在群臣心里，光宗即位，继续
高宗、孝宗的中兴大业，让三世重
庆的福泽绵延光大，这一切都仰赖
于太皇太后的支持与厚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光宗即位
不久，在考虑潜藩升府改名时，选

择了体现家族特征名词的“重庆”，以
此表达自己对高宗和吴太后的感恩孝

敬，也让天下永远记得这个“三世重庆”的辉
煌之家。

这可能是他命名“重庆”的真正动机。

科举填个人履历，祖父俱存，
书“重庆下”
“重闱具庆”可能是语意源头

虽然知道了“重庆”是什么，也弄清了“重
庆”地名的由来，但“重”是什么、“庆”又代表何

义，仍然不清楚，“重庆”之问还有深入探索
的必要。

翻开典籍，“重庆”除了作为地
名，还有一个普遍的应用场景——
科举考试。

科举制源于隋唐、兴于两
宋。考生报考进士科，须填报个
人履历，其中一项是家中三代人
的情况。祖父俱存，书“重庆下”；
父母俱存，书“具庆下”；母亡父在，

书“严侍下”；父亡母在，书“慈侍
下”；父母俱亡，书“永感下”。
在古代遗留的科举档案中，还出现了

“重闱具庆下”的形式，含义与“重庆下”相同，
我们有理由相信，“重闱具庆下”的简写形式就
是“重庆下”，而“重庆下”的本来面貌正是“重闱
具庆下”。

由此来看，“重庆”这个词的诞生，很可能就
发生于科举考试中须填写“重闱具庆”的情况，
为了与“严侍”“慈侍”等对仗整齐，于是简写为

“重庆”。科举制早已随着时代而消亡，失去了
应用场景，“重庆”也就慢慢消失于人们的视
线。如果不是对“重庆”地名的探索，我们很难
找回“重庆”的本义和原貌。

“重闱”，读作zhòng wéi，本义是指重
重宫门，引申表示为父母或祖父母。那么，

重 庆 在 古 代 就 应 该 读 作 zhòng
qìng，可是今天有必要恢复古音
吗？当然没有必要。语言是交流
工具，是为人类生活服务的，约定
俗成便是正确。

再看“庆”字，不是喜庆，也不
是庆幸，而是福气、福运之义。关
于“福”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上古遗
书《尚书》洪范篇，其中提出了“五

福”的概念，即“福”由五个方面组成，
分别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

享有五福之人，就会获得美好人生。
宋代极为推崇这种幸福观，研究著述颇丰，

在许多起名中都喜欢加入“庆”字，希望能带来
实实在在的幸福。重庆的本义原指祖父母和父
母都健在而给家庭带来了幸福。它给我们今天
所带来的文化价值即是，长辈对儿女慈爱，儿女
对长辈孝敬，这样才能构筑起一个和谐幸福的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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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名称来源的
另外一种考证 □何江

“祖父俱存者，今曰重庆”

南宋三朝大臣楼钥曾写道：
祖父俱存者，今曰重庆

三世同堂古代极为稀见，古诗有云：
嗟哉重庆世罕有，伟矣君家德厚深

赵惇生日，诗人范成大《东宫寿诗》云：
中兴归濬哲，重庆启元良

此后他又写了一句：
君亲重庆日，家国中兴年

什么是“重庆”？大概每个
人都会回答：这是城市名，中国
的第四个直辖市。

今天我们对“重庆”一词的理
解，几乎都集中在“重庆市”的名
称上。那么，重庆市为什么叫“重
庆”呢？从这个问题切入，或许是
解开“重庆”之问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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