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孙公祠看碑
陈立松

小时候偶尔会看到石碑， 内心总感
觉有点害怕，显得阴森森的。后来亲历了
一次平坟运动， 乡下的石碑基本都被推
倒了， 卜居乡里， 整个青年阶段与碑绝
缘。四十岁左右，因为想学写毛笔字，又
喜欢上了碑。家住安丰塘畔，离孙公祠只
有十几里， 去孙公祠看碑， 成了我的习
惯。闲空时就开车去，看了碑也放松了自
己的心情，真是一举两得。

安丰塘古称芍陂， 系楚庄王时期楚
相孙叔敖率领百姓所开挖 ， 距今已近
2600 年。安丰塘与后来的都江堰、漳河
渠、 郑国渠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
程。1988 年被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2015 年安丰塘又被国际灌排委员会
认定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有
了安丰塘才有了孙公祠。 孙公祠就是为
了纪念孙叔敖而建。 可见安丰塘在百姓
心目中有多么重要， 后人对孙叔敖又多
么地景仰。

据光绪《寿州志·营建志》记载：“楚
相孙公祠在芍陂祀楚令尹孙叔敖。 明知
州刘慨建。嘉靖，知州栗永禄重修。 朝，
知州傅君锡、州同颜伯珣改建。有孙公庙
记。”颜伯珣在《孙公新庙记》里将孙公祠
壮观之述备矣， 而我最看重的是孙公祠
里的一块块石碑， 它用刻石记录真实发
生的事情，更悲怆、更凝重、更沧桑。如果
我们要系统地看孙公祠的碑并从碑文里
探讨孙叔敖的丰功伟绩和安丰塘的演变
与废兴，我们可以借助一个人及一本书。
此人就是清朝嘉庆年间“邑之耆旧”号容
川居士的夏尚忠和他的著述 《芍陂纪
事》。《芍陂纪事》成书于嘉庆六年（公元
1801 年），光绪三年（公元 1877 年）任兰
生任凤、颍、六、寿兵备道时“就其稿略加
删节，并增入现在兴修事宜”而付印。《芍
陂纪事》 无疑是一本反映安丰塘历史演
变最为详细的一本书。其中一章“碑记”

就全面记录了孙公祠所有的碑文， 其史
料价值可见一斑。

孙公祠的碑可分为两个阶段， 即被
毁坏的碑和现有的碑。《芍陂纪事·碑记》
载：“历朝修筑埂堤， 各名宦之劳勋已登
列传。而其随时修治之方，以及议论之切
中款要者，莫祥于碑记。自应备录以资考
鉴，纵使文非可传，而事有足据，亦并存
之。后之君子有心于斯陂者，按籍而求，
庶可得其梗慨已。”

我努力在碑文的字里行间里找寻古
代官吏及平民百姓对安丰塘所做的功绩
与贡献。《本州邑侯栗公重修芍陂记》记
载：“孙叔敖为楚相， 施教行政， 世俗盛
美。勤恤生民，惠施无疆。尝于寿州南引
六安流谿、沘、渒三水，瀦之以塘，环抱一
百余里。可灌田万余顷，居民赖之。汉王
景、魏邓艾、宋长沙王義欣至明邝、魏二
君，相继修葺，以丕承前志。旧有白芍亭，
泊而为湖，因名芍陂。后以安丰邑故地，
今相传安丰塘云。”短短数字，将安丰塘
明朝以前的状况交代得一清二楚。 此碑
又记：“其因塘之利者， 悦以使之而忘其
劳。 时则台使路子偕许子暨凤阳郡侯李
子往观曰‘美哉，塘也！’浩渺纡回，波流
万顷，启闭盈缩，各以其时，其平成永殖
之休也。善众宜人，惠（善）莫大焉。”从碑
记看， 安丰塘自古以来就是风景如画之
地。值得赘述的是，碑中记述的路子、许
子、 李子都是良吏且是大文人。 举一说
明 。 路子讳可由 ， 即路可由 （1507—
1573），字子正，号莲浦，曹县人。明嘉靖
二十年 （1541 年 ）进士 。路可由品行耿
直，做事果断，善作诗文，被乡人称作博
学之士。他历任江西道监察御史，保定、
安庆知府、都察院又都御史等职，为官廉
洁，执法严谨，备受百姓赞誉。安丰塘建
塘以来，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君子，让过往
的贤者叹为观止。

孙公祠里的碑， 无论是被毁坏的还
是现存的， 每一块碑文都记录着当时的
社会背景。 时代兴则芍陂兴。《 朝本州
邑侯李公重修芍陂记》载：“安丰塘者，楚
令尹孙叔敖之所为也……余自癸巳夏来
守寿州，询诸利弊，绅衿、黎庶皆言此塘
乃寿土第一利者， 余随欲举行而未之逮
焉。迨乙未春日，会环塘士庶同周生成德
等相视其废坏处所， 度而计之……于是
量其工程，选夫千余，先疏河道之壅塞者
一百四十余丈， 再筑新仓、 子门冲决二
口，高厚十数丈有余，绵长俱不下百尺许。
复捐俸理其斗闸，补其堤岸。不月余间，大
略粗完。余具文报兵宪沈公，公喜之甚，亦
捐俸饰修，意在利求万全，垂之永久。余随
与州佐等加意巡葺， 环塘之民插秧遍野。
是岁，别地夏皆苦旱，惟安丰一带全获有
焉。”此碑言李公即李大升，字木生，顺治
十年知寿州。碑文透出的信息是，李公一
到寿州就关注安丰塘的修建，修塘“一百
四十余丈”，当年别的地方受了大旱而“环
塘之民插秧遍野。是岁，别地夏皆苦旱，惟
安丰一带全获有收焉。”更值嘉许的是，李
公把自己组织修塘事宜报告给 “兵宪沈
公，公喜之甚，亦捐俸饰修，意在利求万
全，垂之永久”后，兵宪许公也捐了自己
的俸银参与修塘之事。

安丰塘兴修以来，也历经劫难，碑文
屡有记载。《本州邑侯黄公重修芍陂界石
记》 载：“芍陂塘作于楚令尹孙叔敖，历
汉、唐、宋、元至今，遗迹犹存。上引六安
孙家湾及朱灰革二水入塘，灌田四万顷。
其界起贤古墩，西历塘埂，转而北至孙公

祠，又折而东至皇城寺，南合于墩，周围
几三百里……成化间， 豪民董元等始窃
据贤古墩以北至双门铺， 则塘之上界变
为田矣。 嘉靖中， 前守栗公永禄兴复水
利，欲驱而远之，念占种之人为日已久，
坟墓、庐舍星罗其中，不忍夷也，则为退
沟以界之。 若曰田止退沟， 此而田者，
罪无赦、栗公去，豪民彭邦等又复窃据退
沟以北至沙涧铺，未已也，而塘之中界又
变为田矣。隆庆间，前守甘公来学，载议
兴复水利， 然不忍破民之庐舍， 犹前志
也， 则又为新沟以界之。 凡田于塘之内
者，每亩岁输租一分，以为常。若曰田止
于新沟， 此而田者，罪无赦。”由于栗、
甘二公打击豪强围垦不力， 导致安丰塘
的面积越来越小。夏尚忠在《芍陂纪事》
一书里对栗、 甘二公也进行了无情地批
评：“嘉靖间，邑侯栗公不忍诛夷，仅为退
沟以界之，元恶不逞，奸尻得志。隆庆间，
彭邦等又据退沟以北至沙涧铺， 塘之中
界变为田矣。邑侯甘公援栗公之例，又以
新沟以界之。噫！奸豪之蚕食过半矣。惜
乎甘、栗二公因循苟且也……”

《本州邑侯黄公重修芍陂界石记》又
载：“余继公后，发愤于越界之人，欲尽得
而甘心。 旧矣， 又以若辈皆居处衣食其
中，视为事业。于是逐新沟以北，迤东而
田者常从善、常田等二十余家，得七十五
顷；迤西而田者赵如等十余家，得二十余
顷，复为水区。沟之南旧有小埂，岁久湮
没，乃益增而高之，以障内田，使水不得
入，且令越界者无所逞。塘长张梅等请立
十以为志。呜呼！石可立也，矣可仆也。且

余能禁彼之不移而北乎？ 然为苟且一时
之计，亦无过于此矣！”正是因为知州黄
克 用雷霆手段凌厉打击， 才遏制了沿
塘豪强围垦，保障了安丰塘面貌。

黄克 ，福建晋江人。万历年间以进
士知寿州。值安丰（塘）颓败之余，正豪强
窃据之时。他不遗余力打击豪强。万历四
十七年任工部尚书次年改刑部尚书。受两
朝顾命。夏尚忠在《芍陂纪事·黄公传》里
称赞道：“‘官职自有定分， 名宜千古不
磨。’其人可想矣。惜乎！公仅以尚书终也。
公果大宰天下，凡有利赖国家、利济民生
者，一如此陂矣。”黄克 在寿州时，百姓
为他建有生祠，他为保护安丰塘所做出的
功绩，寿州百姓刻石记录，铭记在心。

1996 版《寿州志·孙公祠》记载：碑厅
内外墙上， 嵌有近年自祠内集中起来的碑
刻 19方，有历史上重修安丰塘碑记、禁止
侵塘为田的积水界石记、安丰塘图、孙叔
敖石刻线像及其传略、 重修孙公祠碑记
等。其中明代石刻塘图，可见塘的位置、水
源、斗门、灌区概况，在水利科学史上有较
高价值。乾隆四十年梁巘书丹之草体《重
修安丰塘碑记》，亦常为游人所欣赏。

《重修安丰塘碑记》，夏尚忠《芍陂纪
事》中称为《本州邑侯郑公重修芍陂闸坝
记》碑。《芍陂纪事》记载：“郑公名基，广
东贡士。乾隆间知寿州。三十五年，陂之
士李绍佺等上请改修皂口 、 凤凰两石
闸，环陂情愿按亩乐输。公准，通详派银
二千四百两有奇， 并补修众兴集滚水石
坝……”《重修安丰塘碑记》，记录了郑基
重修安丰塘的经过。 但是， 撰写碑文的
人，刻写碑文的人，立碑的人，都是大大
的名人。 碑文后载：“特受江南淮安府知
府、前寿州知州加三级纪录二次，郑基撰
文，湖北巴东县知县梁巘书丹，大清乾隆
四十年岁在乙未，八月丙子二十日乙未，
寿州知州张佩芳建。”

张佩芳乾隆三十九年 （公元 1774
年）升任寿州知州，他是对寿州文化贡献
比较大的良吏之一。 他升任寿州知州伊
始就延请刚刚辞去巴东知县的梁巘担任
寿州循理书院山长。《重修安丰塘碑记》
碑，现镶嵌在孙公祠西墙上。无论从碑文
看，还是从梁巘的书法看，都如《寿州志》
所言：“亦常为游人所欣赏。”这块碑的文
化价值毋庸讳言。

因为安丰塘的开挖才有了孙公祠。
古往今来历代文人墨客讴歌孙公祠的诗
很多，我特别喜欢明代王邦瑞的《过楚相
祠》：“百里陂塘峙楚祠， 千年伏腊动人
思。爱存堕泪非残碑，功似为霖岂一时。”
常常去孙公祠看碑， 时间久了也会滋生
一些想法。新中国成立后，每次维修安丰
塘动辄十万大军齐上阵， 动辄投入资金
过亿， 古代官吏集资几千两银子修葺安
丰塘的场面在今人眼里是不可比拟的事
情。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立碑为记？历朝历
代歌咏安丰塘和孙公祠的诗文汗牛充
栋， 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些精品刻成
碑碣立于孙公祠内供后人研读？《 朝本
州邑侯李公重修芍陂记》 碑的最后有这
样一段话：“嗟乎！叔敖往矣，芍陂之利至
今存焉。现我而修复者不一人矣，百年之
后又安能保其久而不替也耶？ 是所待于
后之君子焉。”此碑立于顺治十年，即公
元 1653 年， 距今整整三百七十年矣，三
百七十年后， 安丰塘不但成了举世闻名
的灌区而且成了久负盛名的风景区。 看
来， 当时立此碑的寿州邑侯李大升内心
的担忧成了多余。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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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光耀楚国，从此成为楚王“天花板”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1
公元前 614 年 ， 这一年对于楚国来

说，是一个悲伤的年份。 这一年，楚国的
王，楚穆王死了。

次年，公元前 613 年，按照礼制，楚穆
王的大儿子熊旅承袭了楚王之位，当上了
楚国的新王。

这就是楚庄王，时年 20 岁，
庄王刚即位那时，根基不稳，权臣斗

越椒把持朝政，因而难有作为。
三年后， 庄王一举平定了斗越椒之

乱，牢牢地掌控住了王权。
于是，庄王大宴群臣庆功。
在那晚的饭局上， 庄王异常开心，把

盏言欢，开怀畅饮。
宴会高潮迭起之时，庄王让自己最宠

爱的妃子许姬来给群臣斟酒。
那个许姬，身材曼妙、裙裾飘飘，长发

高束、香气袭人，乃女神也。
当许姬缓步进入宴会现场时，她的光

环和气场，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全场。
当许姬给一员武将斟酒时，许姬和他

离得很近，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迫人青春气
息，立刻将他笼罩。

这员武将一时难以把持， 情不自禁，
伸出手抚摸了她。

许姬恼怒异常，顺手将他头盔上的冠
缨摘走，向庄王哭诉。

按律，这员武将当斩。
腾天的怒火在庄王心间翻滚。
王的女人，你也敢碰！ 何况，许姬还是

庄王的最爱呢！
尽管庄王喝了很多酒，但他很快冷静

了下来。
他心里在想，今天晚上能来参加饭局

的武将，都是自己忠勇的部下，只要他一
声号令，所有人都会冲锋陷阵、死不足惜。

酒后失态，在所难免，似乎情有可原。
于是 ，庄王满面春风 ，站起来 ，大声

说：今天寡人高兴，在座的所有武将都把
冠缨摘掉 ，关掉烛火 ，开怀畅饮 ，一醉方
休！

几年以后，庄王伐郑。 两军对阵，反复
冲陷。 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庄王被陷重围。 生死攸关，性命危急。
突然，一骑杀出，纵横无人能挡，拼死

救出庄王。 战后，庄王非常感动，准备提拔
和厚赏此人。

没有料到，这员武将却跪倒在地。
他告诉庄王，他叫唐狡。 他就是宴会

上那个非礼许姬的人，感念庄王宽广心胸
和不杀之恩，才以命相搏，救庄王于绝境。

庄王亲切地扶起唐狡 ， 擢升他为将
军。

2
从一开始，楚国举国就没有几个人看

好那个后来成为庄王的年轻人。
且不说，他还没有成为庄王之前的差

劲表现了。

他成为庄王之后，更是让满朝文武差
点跌掉下巴！ 白天打猎，晚上喝酒，歌舞升
平，醉生梦死。 如果有哪个大臣来向他汇
报工作，他就是把鞋子脱下来，砸向那个
大臣。

他当王的一年后，他的差劲表现就在
诸侯国传播开了。

晋国一看有机可乘，就把几个一向和
楚国关系很好的诸侯国拉拢到自己身边，
还订立了盟约。 朝内大臣们排队去向正在
喝酒享乐的庄王陈述这件事情对于楚国
国家的利害安危，庄王干脆把两只鞋子都
脱下来，砸向群臣……

更过分的是， 庄王还下了一道命令：
今后，敢再有劝谏者，降三级！ 明知故谏
者，拉出去直接砍了！

此令一出， 让很多怀有报国壮志、正
直的朝臣心灰意冷。 朝中一批原本心怀不
轨、结党营私、贪腐渔利的官员喜形于色、
奔走相告，投庄王所好，拍马溜须、阿谀奉
承，无所不用其极。

如是，三年。
有个名叫伍举的大臣，决心以死去谏

庄王。
庄王正在喝酒，见伍举前来，问道 :你

来干吗？
伍举不卑不亢：大王，有人让我猜一

个谜语，我才疏学浅，猜不出来。 大王学识
渊博、文武双全，请您赐教。

庄王一听，不是来劝谏的，笑着说：那
你说来听听。

伍举说：楚国的山上，有一只大鸟，身
形矫健，身披五彩，样貌堂堂，文武双全。
原本，大家对这只鸟寄予厚望。 但这只鸟
在那里一停三年，不飞也不鸣叫，毫无斗
志，毫无作为，令人失望透顶，这只鸟空有
其表， 大家恨不得拔光它光鲜的羽毛，烹
而食之！ 大王，这是什么鸟？

庄王说，伍举呀，这可不是普通的鸟。
这种鸟，不飞则已，一飞就会冲天；不鸣则
已，一鸣将要惊人！ 你回去吧，大家的心情
我一直都明白，只是时机尚未成熟！

没过多久，庄王突然奋发，像换了一
个人。

斩掉一大批贪腐高官，免掉一批不作
为干部，提拔和重用一大批正直、能干、敢
担当作为的官员， 朝野内外为之震动，举
国上下焕然一新。

庄王日夜操练兵马， 严格训练军队，
重用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将领。

一战，收复南方诸地。
再战，打败宋国。

3
那个时候的庄王，年轻气盛，热血奔

流。
在他的心中，早已规划出一幅宏伟蓝

图，他要引领着楚国崛起，一飞冲天，争当
中原霸主。

宏图伟业，在年轻而有雄才的庄王面
前铺展开来。

公元前 607 年，也就是庄王当王的第
六年，庄王率领楚国大军一直打到周都洛
邑郊外。

天下诸侯心里都清楚，这是庄王向周
王室炫耀武力，意图明显。

周定王很是惊恐， 不知庄王意欲何
为。 于是派出大臣王孙满前来打探和交
涉。

庄王陪同王孙满检阅了楚军。 但见排
兵列阵，来回驰骋，旌旗招展，战马嘶鸣，

好不威风。
检阅完之后，年轻好胜的庄王，开口

向王孙满问了一个问题。
这一问，从此被载入史册。
庄王问：我听说，九鼎大小不同、重量不

同、形态各异，你能告诉我这九鼎中最大
的鼎有多重吗 ？ 最小的鼎有多重吗？

这就是著名的“问鼎中原”。
夏朝初年， 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

州，令九州贡献青铜，铸造出九个青铜大
鼎，象征九州，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
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并将九鼎集中于
夏王朝都城。

九鼎成为夏朝的镇国之宝，也是王权
象征。

商朝时，作出严格规定：士用一鼎或
三鼎，大夫用五鼎，诸侯用七鼎，天子才能

用九鼎。
祭祀天地祖先时行九鼎大礼。
因此，鼎很自然地成为国家政权的象

征，进而成为国家传国宝器。
因而， 庄王向王孙满问九鼎的大小、

轻重，属于大逆不道，显示出庄王想取周
王而代之的野心。

王孙满面向庄王，讲了这样此后让庄
王铭记终生的一番话：

庄王啊庄王， 周王室现在虽然衰微，
受到诸侯轻视，但是周王室的气数还不当
尽。 作为臣子，忠诚是第一位的。 治理国
家，最主要的是看品德修养，最关键的是
看是否体恤和爱惜老百姓，最重要的是要
能得到百姓的拥戴和认同。 至于九鼎的大
小、形态、重量，与这些相比，实在是微不
足道啊！

庄王听了王孙满的一席话 ， 沉默不
语，感到十分羞愧。 于是，从洛邑郊外撤兵
回到了楚国。

4
庄王即位时，国内矛盾重重，爆发了

公子燮与公子仪的叛乱。 在复杂的形势
下，他采取了以静观动、以感辨奸的对策，
表现出沉湎于声色犬马、 不问政事的状
况。

于是， 庄王三年韬光养晦，“不鸣则
已、一鸣惊人”。

他重用了伍举、苏从等忠直之臣。
他任用循吏孙叔敖为令尹，从国库里

拨出大笔专款，全力支持孙叔敖修筑了此
后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芍陂（今天的淮南
市寿县境内的安丰塘）。

庄王取得一番业绩之后，有些志得意
满。

庄王弹得一手好琴，尤其嗜好搜罗古
琴。

庄王最喜爱的一把古琴，因为琴声过
于精美优异，取名“绕梁”。

庄王沉浸于对“绕梁”的痴迷，以至于
有些懈怠国事。

伍举劝谏说：大王，难道您已经忘记
霸业了吗？

庄王十分羞愧，把“绕梁”砸了，从此
不玩古琴。

过了很多年以后，韩国有一个美女歌
手，名字叫作韩娥，一次她经过齐国，因路
费用尽，便在齐国都城临淄的雍门卖唱筹
资。

韩娥声音清脆嘹亮，婉转悠扬 ，十分
动人。 这次演唱，轰动全城。 唱完以后，听
众还聚在雍门，徘徊留恋，不肯散去。

由于韩娥的歌声，婉转动听，唱完以
后两三天，似乎还有遗留的歌声，缭绕飘
荡。

《列子·汤问》 在描写这一情节时说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从此， 人们称赞歌声或音乐的美妙，
用“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因为庄王知道，要想成就霸业 ，必须
选贤用能，重用那些有本事的人。

在庄王的任上， 楚国实现了强国梦
想。

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奠定了楚国能够成为和“六强 ”逐鹿

中原的“战国七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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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州名胜多佳联
赵鸿冰

钟鼓锵锵，淮水汤汤。 楚风汉
韵，源远流长。 寿县古称寿春、寿
阳、寿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千年古县、文藻之乡。境内古迹名
胜星罗棋布，文物宝藏遍布城乡，
为寿县赢得了“地下博物馆”的美

誉。 特别是周长 7147 米古城墙环抱的古城，虽然只有 3.65 平方公里的弹
丸之地，却别有洞天。 有国家级保护单位 3 处，省级保护单位 4 处，市级保
护单位 10 余处，还有众多的文物点、古民居被挂牌保护。 特别为人称道的
是，大多名胜古迹上，都有用语精当、书体各异的楹联，它们或镌在古迹之
上，或刊于亭台立柱，或刻入门楣两边，步入其中，仿佛走进楹联博物馆，让
人叹为观止。 真可谓城因古闻名，联为城增辉。

从棋盘式布局的古城十字街向东 400 米左右，有一个坐北朝南的古衙
门，圆形的门楣上方有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张树侯先生题写的“古寿春”
三个阴刻篆字。从圆门向北 200 米左右，寿州州署后院有一处高台，就是熙
春台，为康熙二年（公元 1663 年）知州黎士毅“因水台旧址改筑”，时“高可
五丈”，意在“俯视城中”，时时“见百姓如在几席耳”。台落成后，黎士毅之兄
黎士宏作《熙春台记》。 道光二十七年，知州饶元英在台上增建四角攒尖凉
亭。 熙春台平面呈方形，为青石砌成，台高 3 米，边长 11.3 米，东侧设台阶，
其上有石、木结构的四角攒尖顶亭，四角各一根方形石柱，上有黎士宏、饶
元英等人的阴刻篆书联“霞布星罗，天开寿域；花明麦秀，人乐春台”，这副
对联用典，“寿域”典出《汉书·王贡两龚鲍列传·王吉》，是指人人得尽天年
的太平盛世。 “春台”典出《老子·道德经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
春台”，表达了与民同乐的意思。 对联嵌“寿春”二字，这也是当地人喜欢引
用这副对联的原因。

从古县衙出来，径直穿过箭道巷向东，就到了报恩寺。这座始建于唐代
的千年古刹，旧名崇教禅院，相传为唐玄奘封赐所建，规模宏大，建筑雄伟，
有三进院落。从宋代地宫遗址进入二佛殿，门的两侧有阴刻的对联：缘因上
乘千年果 本耐悉青万古春。 报恩寺大殿联语云：天雨虽宽，不润无根之
草；佛门纵大，难容不善之人。弥勒佛龛柱有联曰：送客迎门，只见他欢天喜
地；少柴无米，落得我大肚宽肠。昆庐阁上有联语曰：蒲团打坐三更鼓，木鱼
敲散满天星。藤杖一条，提得起才放得下；禅关两扇，看不破便打不开。这些
楹联，用语精当，教人弃恶扬善，又充满人生哲理。

从报恩寺向西北处 300 米左右， 有一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东岳庙，大
殿两旁有联云：何须碌碌忙忙，做成歹事怎能瞒，早有鬼神知道了；忘却干
干净净，假冒好人岂可久，请看土地相容乎？ 白话入联，劝人向善。

位于大寺巷中段的寿县一中旧址，是明代天启二年（1622 年）学正黄
奇士创办的循理书院。几进院落分别题有楹联：开卷古今千万事，杜门清浊
两三杯。 文章纵缩心如此，金石刻书臣可为。 循名责实,望吾徒切莫卑求,苦
读后,百尺堪登,立志无为辽东豕;理课温书,问尔辈有何远见?兴来时,一层更
上,开篇常见楚地鸿。 白云明月皆由我，青山绿水共为邻。 这些对联激励了
一代又一代古城学子发奋苦读，成就人生辉煌。

在古城西大街，有一处规模巨大的建筑群，就是国保单位孔庙。从午朝
门、棂星门走过状元桥，到东西廊庑、到大成殿，都有具有儒家文化的联语，
刻于立柱上。 如：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 德大千年祀，名高万世师。 祖述
尧舜昭日月，德参天地冠华夏。 圣道孔彰人立雪，良师明海士坐风。 孔子道
德乾坤大，儒家精神山河长。这些对联体现了人们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尊崇，
也反映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与孔庙建筑群一墙之隔，有一座巍峨高耸的阁楼就是魁星楼，又名奎
光阁，系清乾隆年间知州张佩芳主持建成，匾曰：“奎光”。至道光元年（公元
1821 年），知州龚式谷鉴于奎光楼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于原址改建成今
日的奎光阁。 虽几经修葺，但原貌未改。 阁为三层，高二十米，木结构，平地
六角形，自下而上，逐层收缩，飞檐斗拱，造型别致，挺拔宏丽，为阁类建筑
的珍品，阁基于石台，五面设栏，成宽敞的回廊。 阁内六根“通天柱”直通顶
层，每层梁木与柱相连。 阁内沿壁设有旋梯，游人可拾级登临，凭窗眺望古
城秀色。 有一副奎光阁的楹联写出了对寿州人杰地灵的期盼：槛外湖山净
氛垢，斗南人物炳英灵。

在古城西街奎星楼斜对过的清真寺巷， 坐落着华东地区最大的清真
寺，故宫太和殿式的大殿坐西朝东，寺内有三棵高耸入云的银杏树则遮天
蔽日，为清真寺增添了庄严肃穆的气氛。 大殿的立柱上分别悬挂着几副楹
联：“清在个中,一尘不染；真寻像外,万虑皆消”“望空非是空,雷雨风云孰执
掌;无象真有象,乾坤日月大经纶”“百忙不脱五时拜,千辛应守一月斋”……
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内涵。

在古城西北侧城墙内，有一个四角飞翘，深灰瓦，朱红柱，青石基的仿
古亭子，系近年来复建。 据史志记载，此亭名为“画凉亭”，相传为纪念宋代
宰相吕蒙正少时在寿州寒窑励志苦读而建。 原在八公山的龟山上，清代移
至今址。 亭上有联云：石内腹空无暑气，室中人杳有书声。

在古城之外，寿县境内的八公山、珍珠泉、安丰塘、瓦埠、正阳关、隐贤
等处，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句，值得大家去欣赏品鉴，从楹联中窥见
寿州文化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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