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寿春县申县“春申”源出新解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如果你不记得申国，不要紧，那你或许
记得“千金买一笑”“烽火戏诸侯”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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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幽王姬宫湦毫无底线地宠溺褒国美

女褒姒，不惜挥金如土“千金买一笑”。“烽火
戏诸侯”把诸侯们耍得团团转，令西周贵族
恨得咬牙切齿。

周幽王这个 “情种”， 分明摆出宁要美
人、不要江山的架势。彼时，深陷褒姒温柔乡
的周幽王， 尚未意识到即将付出惨痛代价。
为讨好褒姒，他作出举朝皆惊的决定：废除
王后申后、太子姬宜臼，改立褒姒为王后、姬
伯服为太子！

申后是申国侯之女，太子姬宜臼是周幽
王与申后所生嫡子，姬伯服则是褒姒之子。

此时， 有一个人正冷眼审视着一切，睥
睨的眼神冷傲且杀气腾腾。

他就是申国侯， 周幽王姬宫湦的老丈
人。不过，也有史料记载说，彼时的申侯并非
申后的父亲，而是申后的哥哥。

此前，无论是“千金买一笑”还是“烽火
戏诸侯”，申侯尚可隐忍，但废后改储之举彻
底触碰了他的底线。

怒不可遏的申侯联合犬戎发动兵变诸
侯们看见漫天狼烟却按兵不动。申侯和犬戎
杀进镐京，一杀周幽王姬宫湦，再杀新太子
姬伯服。

犬戎首领将躲在血流成河的王宫里，花
容失色、瑟瑟发抖的褒姒掠上战马，如同一阵
狂风，消失在大漠深处。褒姒，从此不知所踪。

姬宜臼即位，史称周平王。迁都洛邑，东
周时代开启。

无论申侯是申后的父亲还是哥哥，能以
雷霆手段血洗王庭， 把申后扶上太后之位、
把姬宜臼扶上周王之位，仅凭血性远不足成
事，更需权谋与魄力。

东周的开启，申侯立有不世之功。
从此，东周朝野和诸侯们，对申侯刮目

相看！
申国，从此名满天下。

2
周武王灭商后，西周初年大封有功的王

族和异姓功臣。
在汉水以北、 大巴山与大别山之间，周

武王分封了一系列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以姬
姓宗族及姻亲为主 ，包括申国 、邓国 、随国
（曾国）、长国、唐国、息国、蔡国、应国、沈国、
贰国、房国、蓼国、轸国、州国、绞国、郧国等。

水之北，阳也。汉水之北，谓之汉阳。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阳诸姬”。
学界考证，“汉阳诸姬”一共有十八个诸

侯国。学界也有考证，“汉阳诸姬”一共有三
十六个诸侯国。

“汉阳诸姬”扼守着“随枣走廊”。
在大洪山与桐柏山之间，有一条狭窄的

通道，连接着中原的南阳盆地和南方的江汉
平原，其中枣阳在通道的这一端，随州在通
道的那一端，故名“随枣走廊”。

西周和东周时期，“随枣走廊”是周人南
下控制汉江流域的交通命脉，也是楚国东出
北进的必经之路，更是周王室运输铜锡矿料
的战略要道。

需要说明的是，“汉阳诸姬”并非仅限姬
姓， 还包括与周王室有姻亲关系的异姓封

国，如姜姓申国。
申侯联合犬戎攻杀周幽王时，得到了曾

国（后来的随国）的响应和支持，因有功于东
周，随国（曾国）成为“汉阳诸姬”之首，申国
则被视为“汉阳诸姜”的代表。

周王室设立“汉阳诸姬”，一开始是为了
防御“淮夷诸嬴”。周穆王击溃淮夷后，“汉阳
诸姬”的任务转为守卫青铜运输线。后来，南
方的楚国开始崛起，“汉阳诸姬”的任务又变
为防备楚国。

随（曾）国作为“汉阳诸姬”的核心强国，
多次成为楚国扩张的目标。

楚武王三次伐随，看起来似乎每次都有
摆在明面上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实则未必如
此。周王朝和包括随国在内的“汉阳诸姬”心
里都明白， 楚武王攻打随国的真实意图，首
要目标是控制铜绿山战略资源铜矿，其次是
打通东进北上的通道。

随着楚国的崛起和周王室的衰微，楚国
历代君王励精图治、一以贯之的不懈进取和
努力，“汉阳诸姬”要么被楚国击败，要么成
为楚国的附庸，要么被楚国吞并纳入版图。

“汉阳诸姬，楚实尽之”。
降服了“汉阳诸姬”，楚国不仅控制了汉

江流域战略资源铜矿，同时打通了东进和北
图中原的战略通道。

楚国的崛起和争霸中原的宏图，很快就
要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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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武丁征伐南方时， 封后裔于权，建

立子姓权国，镇守南疆（今湖北荆门境内）。
西周取代商朝后， 因权国地处偏远且具

有战略价值，周武王对权国进行安抚，权国于
是归顺周朝，得以保留封地和爵位，仍为权国，
正式成为周朝诸侯，并奉周王之命镇守南疆。

权国成为“汉阳诸姬”重要成员之一。
因为权国处于楚国之南且紧邻楚国，楚

国崛起后，权国成为楚国向南扩张的绊脚石。
楚灭权之心，数任楚君磨刀霍霍。
别看权国面积不大，实力却不小。
权、楚之间，进行了长达一百余年的缠斗。
公元前 767 年，楚国终于击败权国。
彼时， 东周是第二任周君周桓王姬林。

周桓王个人能力很差， 导致周王室衰微，诸
侯示强，根本不遵王意。

早在公元前 704 年，熊通开诸侯僭越之
先河，自立为楚武王，一时让天下诸侯侧目。

平庸的周桓王竟然毫无办法，只能听之
任之，默认之。

周桓王的无能，无疑更助长了楚武王熊
通的嚣张。

楚武王熊通似乎认定周桓王软弱可欺，
于是一举吞灭了权国，把权国故地纳入楚国

版图。
在楚国攻灭权国的过程中， 楚国贵族斗

缗立下大功。 斗缗满心期待着楚武王一定会
把权国分封给他，让他实现当上国君的梦想。

然而，斗缗的期待只实现了一半。
楚武王的确没有亏欠立下灭权大功的

斗缗，真的把权国故地给了斗缗。
但是，斗缗却不是权君，而是“权尹”。
楚武王熊通设置的不是权国，而是一个

从未有过的崭新的政权设置模式：权县。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权县，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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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悬也。
“县”字始见于西周金文，古字形似“悬

首于木”，本意为“悬挂”，引申为“维系”“远
置”之意。

县制，意为“地方政权直系中央”。还保
留有“挂”的原意。县，远悬在外，但悬于国君
的手中。

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武王熊通，郡
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嬴任好。 据此，
中国的县制创设要早于郡制的创设。它们共
同构成了郡县制的雏形。

郡县制最终成型于秦汉， 隋改郡为州，
州县制取代郡县制。

郡县制是分封制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型
地方政权行政制度。

郡县制是中央垂直管理地方，地方官员
由国君（王）、皇帝直接任免的流官任期制。
郡县制的出现，标志着血脉政治被官僚政治
取代，同时也是中国贵族封建制度走向封建
制度的标志。

鲜为人知的是，春秋时期，县比郡的建
制高。也就是县大于郡，县下设郡。进入战国
之后，慢慢演变为郡大于县，郡下设县。满万
户以上的县 ，设县令 ；不满万户的县 ，设县
长。

县以下设乡、里、亭。两亭之间相隔十里，
设亭长。亭为治安组织兼顾公文传递事宜。

汉高祖刘邦，曾经就是泗水郡下辖沛县
的泗水亭长。

所以，不要嫌弃亭长职务低下，只要不
懈努力，只要抓住每一个机遇，貌似可以像
刘邦那样，最终成为高祖皇帝。

郡设郡守、郡尉、郡监（监御史）。郡守为
一郡最高行政长官，直接受中央节制。郡尉，
负责全郡军事。郡监，负责监察。

秦统一六国后，出现了以丞相王绾为代
表的分封制和以廷尉李斯为代表的郡县制
之间的激烈争论。

秦始皇嬴政最终选择了郡县制。 于是，秦
朝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从秦朝开始，
郡的建制大于县，郡下设县，也就是郡辖县。

秦始皇嬴政之所以废除分封制、全面推
行郡县制，就是因为嬴政看到了分封制的弊
端。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有自己的军队，官
吏由诸侯任免，税收全部归封国所有，君王
对诸侯的话语权和节制权大大削弱。有异心
和野心的诸侯国， 还经常和王室分庭抗礼，
诸侯造反也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而郡县
制，可以根本扭转分封制的所有弊端。郡的
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命，县的长官由郡守任命
且报皇帝批准。郡、县长官，不可世袭。这样
的话，郡、县长官直接听命和效命皇帝，会对
皇帝更加忠心耿耿。同时，郡县没有自己的
军队，税收除了留存大部分上缴。

这是嬴政极力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
的根本动因。

然而在嬴政时期，围绕分封制、郡县制
的争论从未消停过。“焚书”和“坑儒”的导火
索，就是分封制、郡县制的争论而引发。

嬴政以为，郡县制可以保证国家的永固。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当陈胜、吴广大泽

起义，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很快席卷全国，居
然没有一个郡守、县令誓死效命皇帝。也许
秦二世心里在想，要是有亲戚诸侯该多好！

刘邦建立汉朝以后，汲取了秦朝覆灭的教
训，实行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的模式。这样的
话，当有人造反的时候，就会有诸侯国挺身而
出，不至于重蹈秦朝“没有亲戚救场”的覆辙。

事实证明，刘邦是英明的。因而当淮南
国王英布造反时，很快就被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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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国， 为东周的建立立下不世之功，因

而成为“汉阳诸姜”之首。
申国， 为西周初年受封的姜姓诸侯国。

初封之时，位于西周的西边，为西周镇守西
部边疆，史称西申国。

周宣王时期，赶走了谢国（封地位于今
天的河南省南阳市），改封申国于谢国故地，
史称南申国。

公元前 678 年，楚文王灭申国（南申国）
后，设置莘县。莘和申通假，莘县即申县。

申国（南申国）被灭后，申人东迁至今河
南省信阳市，后来在楚平王时期复国，史称
东申国。

申国，成为申姓的起源。
这就是历史上申国的变迁。
申县，被保留于楚国的版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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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62 年，楚考烈王元年。
楚考烈王以黄歇为相，赐淮北地十二县

作为黄歇的封地，封号春申君。
春申君的“春申”，究竟是何意？源出于

何处？学界对此一直争论不止，至今没有一
个权威的统一的定论。

学界所持的大多数观点，都是从“春申”
字面蕴意来解读“春申”的含义和源出。

黄歇的封地“淮北地十二县”，究竟是哪
十二个县，因为史料的缺失，至今也无定论。
但是，寿春县和申县，毫无疑问是在“淮北地
十二县”之列。

众所周知， 寿春县由下蔡县改名而来，
曾经的蔡国都城，声名显赫不减当年。申县
由申国而来，曾经的申国，声名显赫亦不逊
当年。

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作出这
样的推断：

彼时， 当楚考烈王赐号黄歇时， 选取了
“淮北地十二县”中，最有影响力的“寿春县”和
“申县”的“春”和“申”，以此作为黄歇的封号。

“春申君”据此得名。
这或为“春申”的蕴意和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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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春 古 井 里 的 水 文 化
王晓珂

管子说 ：“水者何也 ？ 万物之本原
也。 ”水，是生命之源，寿春是一片历史
悠久、具有古老文明的地域 ，这里的人
民很早就对水资源有深刻的认识和广
泛的应用。 古寿春在夏代分天下为九州
时就已成为要地，春秋时是江淮一带政
治、文化和军事重镇。 到战国时代，蔡国
多位君主在此建都四十七年，楚国在此
建都十九年；汉代淮南国以寿春为都七
十四年 ；公元 197 年 （建安二年 ），袁术
在寿春称帝。 早在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
器时代，寿春地区就已有了水井。 寿春
人虽依水而居 ， 但只能在河湖附近居
住，活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 ，农业生产
与生活取水成了一个大问题。 自从发明
了打井，人们就可以在远离地表水源的
地方居住，开阔了活动范围 ，也改善了
人类的饮食卫生条件 。 《淮南子·本经
训》说：“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
仑。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伯益是虞
舜时人，曾协助大禹治水。 古籍记载凿
井技术是伯益发明的，而实际上古代水
井的出现，比这要早得多。

寿春城是楚晚期都城，通过对遗址
的系统考古发掘，人们不断了解寿春的
水文化内涵，也不同程度地发现一些古
井的痕迹。 楚寿春在今寿县西南四十里
之丰庄铺之说，源于《明一统志》和李兆
洛《凤台县志》。 据楚都寿春城遗址调查
小组简报记录， 位于丰庄的涧洼遗址，

包括冯家圩子、李家台子等地 ，地面有
大量的筒瓦、板瓦、陶井圈。 20 世纪 50
年代，丰庄涧洼大队抗旱在淮河夹河开
沟引水，挖到陶井多处。 从河滩崩塌土
中发现的爵和觚等文物，结合其他考古
证据，可以推断这些陶井在商和西周时
期就已出现在寿春大地上，它们一方面
用于农田灌溉，一方面用于生活。 商代，
随着青铜工具广泛使用，凿井技术进一
步提高 ， 由初期井内壁多是上大下小
略呈圆锥体的深土坑发展为上下相等
的筒形。 石块砌井最早见于西周，寿春
遗留下来的一些水井 ， 还可以看到这
种类型，井壁从上至下加砌一圈石块 ，
石块都经过挑选或初步加工 ， 大小大
致整齐 。 战国时期 ， 铁制工具普遍应
用， 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凿井技术
提高，开凿水井更加普遍。 由于制陶业
发达 ，为了防止土井塌陷 ，污染井水 ，
出现了陶井 。 涧洼遗址的陶井属于这
种类型 ， 井身用一节一节的陶井圈套
叠起来，最多的有十六节 。 打井时 ，事
先挖一口土井 ， 当挖至接近水线的流
沙层时，将陶井圈放入井内 ，再从井圈
内挖去泥土，井圈逐渐下沉 ，上边再套
井圈 ，一直挖到一定深度的水位为止 。
这是打井技术的一个创新。 西汉以后，
由于砖的出现 ， 陶井又逐渐被砖井取
代。 井筒砖砌技术很进步，有子母榫弧
形砖券、六角形、平砌式等多种形式。

寿春地区用于农业浇灌的水井，开
始是用绳索或木杆绑上汲水器 ， 从井
中提水 。 后来有观点认为发明了一种
简单的器械———桔槔 ， 就是在井边立
一木架，顶上装一横木 ，横木一端系汲
水器，另一端压石块 ，这样就可以用杠
杆原理来汲水。 《庄子·天地篇》记载一
个故事 ：子贡到楚国游历 ，返回晋国 ，
经过汉水的南沿 ， 见一老丈正在菜园
里整地，打一条道直通井边 ，抱着水瓮
浇水灌地 ， 吃力地来来往往用力甚多
而功效甚少。 子贡见了说 ：“如今有一
种机械，每天可以浇灌上百个菜畦 ，用
力少而功效多 ， 老先生你不想试试
吗？ ”种菜老人看着子贡说：“应该怎么
做呢？ ”子贡说：“用木料加工成机械 ，
后面重而前面轻 ， 提水就像从井中抽
水似的 ， 快速犹如沸腾的水向外溢出
一样，它的名字叫作桔槔 。 ”辘轳和滑
车是比桔槔更先进的提水工具 。 在许
多汉代画像石 、 砖上都有用滑车汲水
的图像。 大约在东汉时发明了水车，当
时叫翻车 。 到唐代出现了更先进的提
水工具“立井式”水车。 《太平广记 》记
载：“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 ”这种水
车结构为制作一串水斗 ， 互相连接如
链，套在井上边的一个大轮上 ，同轴另
一头装一大立齿轮 ，有一卧齿轮相接 ，
用畜力拉动卧齿轮转动 ， 则大立齿轮
随着转动 ，套有水斗的大轮同时转动 ，

水斗连续上升 ， 把水带上来 ， 浇灌田
地。

井是人们对地下水利用而书写的
作品，它承载着人与水的对话。 到了宋
代，新建的寿春城逐渐完善 ，古井遍布
大街小巷，数量近百 ，古城人民的生活
用水，大都来自井水。 如今古城区保存
下来依然在用的井有南过驿巷的三眼
井，钱李巷的袁家井等 ，岁月深深地刻
印在井栏沟上 。 古时候 ，城里的井都
有名字 ， 意味深长且有故事 。 除三眼
井外 ，西街有大眼井 ，北街有小眼井 ，
农机巷里有双眼井 ， 而位于袁家巷东
的两眼井更为奇特 ， 井上中间立一高
墙 ，也就是所说的一山跨两井 ，墙里
墙外各自都能打水 ， 此外还有两山夹
一井 、三山合一井 。 旧时古城城隍庙
前有个四眼井 ， 三尺见方的青石上 ，
四个井眼如盘 ， 又叫四象井 ， 东西南
北 ，地有四象 ，有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之寓意 。 古城里的井不仅用于生活用
水 ，还有救火的功能 。 1912 年 （民国元
年 ），最繁华的东街小街头处 ，也就是
北过驿巷口南端 ， 发生大火 ， 上百人
赶来救火 ，从距离三十米处东边一口
井里提水 ， 井内的水越提越旺 ， 终将
大火扑灭 。 此井是布店吴老板院内的
家井 ， 于是主人即请石匠在井栏上镌
刻了五子登科图 。 徐悲鸿的学生 、著
名女画家孙多慈的故居位于东街钟楼

巷里 ， 院内有八卦楼亭 ， 井栏雕有八
卦图 ， 称为八卦井 。 寿春古城里的井
与人们生活之间有着深厚的联系 ，城
里的巷名有鲍家井巷 ， 小观井巷 、大
观井巷等 。 人们用智慧 ，让井底之水
与蓝天相遇 ， 地下水才有了生机 。 位
于北门不远的巷子里 ， 有一口井 ，井
栏上有十八道绳沟 ，被称为十八罗汉
井 。 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北门旁有个圆
通寺 ， 古时的铜塑十八罗汉像在此寺
中 ， 而寺内的和尚也到此井打水 。 而
寿春古城里的城角菜园 ，灌溉蔬菜使
用的有辘轳井 ， 清朝城内西北火神庙
前的菜地里 ，有个六六井 ，井上刻有
两个用辘轳提水的图案。 民国城内的
升平园浴池，有口旗子井 ，由于用水量
大，也使用了辘轳提水。

寿春地区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井
不仅是人们的生命源泉 ， 还衍生出许
多美好的传说。 宋赵匡胤困南唐时，坐
骑饥渴劳乏，走到板桥集境内 ，寻得一
井 ，井内水位较低 ，马来饮水 ，立刻水
位上升，马饮水后精神倍增，长啸昂天，
赵匡胤也俯身饮一口井水， 清爽甘甜，
大为感动，此井被称为饮马井。 徜徉在
安徽省楚文化博物馆里，馆藏有两尊金
菩萨，一尊为释迦牟尼坐像 ，另一尊为
释迦牟尼手指像，这些文物来自淮河岸
边的千年古镇正阳关古井里，此井称为
“映月井 ”，位于玄帝庙后门处 ，井水与

淮河水位持平，此井水甘甜可口 ，又名
圣井。 古镇南端旧时有“望淮楼”，廊柱
上手书一副楹联：“望淮楼， 望淮流，望
淮楼上望淮流，淮楼千古，淮流千古；映
月井，映月影，映月井下映月影，月井万
年，月影万年”。寿春乡村，古井众多。窑
口马湖村的桃花井 ，每到三月 ，桃红粉
红，村姑成群，井旁一石上有深深足印，
传说为仙女所留。 大顺顾家大庄的九眼
井，与周边的八眼水井，水脉相通，一井
汲水八眼齐动， 井水甘冽且长年不竭。
南乡茶庵有两口井，传说朱元璋体察民
情， 派御史柏大夫到茶庵巡视旱灾，打
了两口深井，解决了饮水问题。 寿地有
句谚语说：吃水不忘挖井人 ，百姓感恩
把井命名为东大夫井 、西大夫井 ，两井
壁生长绿苔藓，四季青而鲜嫩 ，可入药
治病，井水烧开无水垢，沏茶香甜。 炎刘
镇炎东村有一古井，传说张果老骑驴经
过，驴渴饮井水 ，走时见一村姑在井旁
劳作，随即赐名四姑井，一年大旱，炎刘
境内塘坎井、庙庄井都已干枯 ，唯此井
水依旧， 周围十里八里来四姑井拉水，
得以生息。 寿春乡村的诸多古井，如三
觉镇顾岗村的响井、小甸镇邵店村的鹅
毛井、隐贤古镇的董子家井等等 ，每一
口井，都蕴含着故事和传说。

寿春依水而生 、利水而兴 、近水而
美，水书写出了几千年的史话。 俯瞰寿
春，大笔一挥的“竖弯钩 ”，成了润泽寿
春大地西部的淮河；流经古城北的淝水
如一巨大的“走之旁”；笔一点化作瓦埠
湖；而春秋战国时期 ，孙叔敖又在寿春
西南部用大笔蘸取颍水点下一个巨点，
成就天下第一塘———安丰塘，宛如恢宏
的感叹号，为世人所震撼。

回汉一家亲的典范
赵 阳

位于寿县古城西
南清真寺巷内的寿县
清真寺 ， 全称 “华东
清真大寺”， 是 “国内
较为少见的巨大华丽
的 伊 斯 兰 教 建 筑 ”
（ 《 中 国 伊 斯 兰 教 建

筑》）。 其建筑风格属于清代徽派建筑， 局部保留了明代建筑特
点， 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 年代最久、 保存最好的中国传统建
筑风格的清真寺， 2013 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尤其重要的是， 寿县清真寺还是沿淮地区民族团结的见证， 回
汉一家亲的典范。

据现代版 《寿县志》 记载， 北宋中期， 古城寿县就有回民
迁入， 代代相传。 城内紫顺街西曾有 “回回街” 和小清真寺，
人口约 200 户、 千余人。 明天启年间 （1621—1627 年）， 在古城
西南新建清真寺， 并在清康熙年间 （1662 年—1722 年） 续建前
殿 ， 道光年间 （1821—1850 年 ）、 光绪年间 （1875—1908 年 ）
重修， 形成今日之规模。

寿县清真寺是中国传统的中轴对称的合院式建筑， 占地面
积 5632 平方米， 坐西向东， 布局疏朗。 寺内建筑灰砖绿瓦， 主
要采用传统徽派建筑形式。 大门、 二门、 南北厢房均为硬山顶、
砖瓦粉脊。 主体建筑无像宝殿面阔 5 间， 进深 7 间， 殿前是开
阔的庭院， 正中为石砖铺砌的路面； 大殿的四周有回廊， 廊柱全
部用八公山上的整块石料打制而成。 大殿由前、 后两殿组成， 结
顶采用 “勾连搭式” 衔接， 飞檐斗角， 珠联璧合， 浑然一体， 整
座大殿建筑既为一个整体， 同时又富于变化。 大殿屋顶铺铜板
瓦， 亮花筒正脊的中心置一个葫芦， 这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常见
做法。 大殿左右各开券门 5 楹， 水磨青砖门罩。 券眉雕刻， 构图
巧丽， 技法精湛， 具有浓厚的徽派砖雕艺术风格。

寿县清真寺的建筑形制， 有三个特别之处： 一是门向方位。
当地汉民建筑中轴线多是自南而北、 门向朝南； 而寿县清真寺
建筑中轴线是自东而西、 门向朝东。 据说， 这主要是因为麦加
在西方， 门向朝东， 人们自东入门， 面向西方， 是表示对真主
朝拜的虔诚之心。 二是大殿顶部采用的 “勾连搭 ” 结顶方式 。
这既增强了屋顶结构多变的艺术效果， 更主要的是增大了建筑
使用面积。 明清时期， 建筑形制由礼部明确规定， 一般王公大
臣最大建筑开间也只能 5 到 7 间， 只有皇宫大殿才可享用 9 到
11 开间的建筑。 而寿县清真寺面阔 5 间， 由此推断， 当时寿县
清真寺规格已经很高。 目前虽无确切史料证明寿县清真寺是最
早采用 “勾连搭” 结顶方式的建筑， 但在江淮之间仅此一座，
显得弥足珍贵。 三是大殿内柱石础高度比其它同类建筑柱础高
出数十厘米。 在中国古建筑设计中， 木柱下方常常垫放石础用
于防潮防腐。 关于柱础加高， 当地流传着一段佳话： 寿县清真
寺建寺之初， 大木作开料完毕准备拼装， 当地有人发现大殿设
计高度超过南侧毗邻的关帝庙大殿， 提出异议。 穆斯林主事召
集族人议事， 认为回民进了寿州城， 与汉民亲如一家， 穆斯林
应遵循五典， 相互体谅， 决定把大殿立柱锯掉部分， 使大寺与
关帝庙高度持平。 当地汉民得知后深受感动， 考虑到汉民敬奉
关圣帝君， 正是因为关帝仁义智勇、 重情厚礼， 而穆斯林兄弟
与汉民血脉相连， 不应干扰施工， 便提出将关帝庙殿顶粉脊加
高的解决方案。 回民兄弟知晓后十分感动， 决定恢复清真寺大
殿原设计高度， 但因江淮一带一时难以筹办合适的高大木材，
最终通过增加石础高度来弥补被锯木材的长度 ， 成就了一段
“包容天地大、 回汉一家亲” 的佳话。

雕刻精美、 形式多样的建筑装饰艺术， 也是寿县清真寺一
大特色。 大寺内外所有的角柱和廊桩， 都是凹式梅花柱， 殿内
木柱的柱础呈鼓形， 刻有石雕的莲瓣纹、 蔓草纹； 大门中央的
门环、 两侧精雕的石鼓， 以及门框上的多角形门簪等， 简洁、
大气而美观； 大殿两侧券门上的水磨青砖门罩， 券眉的四方球
形雕饰和卷草纹样， 都十分精美。 千姿百态的窗格花纹也成为
寿县清真寺一种重要的装饰。

清真寺内外悬挂有 20 多块匾额、 楹联， 多为历代州府赐
予， 尤以大殿上方悬挂的 “真乃独一” “无像宝殿” 和 “福禄
寿” 等三块大匾最为珍贵。 这些牌匾， 既展现出中国传统建筑
风格宗教建筑的神韵， 同时也阐释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
体现了清真寺社会认同的历史真实感， 为大寺增色不少。

清真寺院内道路边的两排银杏， 树围均在 5 米左右， 树龄
最长的已达 600 余年。 这些银杏皆是清真寺在不同时期举行相
关纪念活动时所植， 这也是中国公共建筑记事的传统做法。 多
年来， 寿县清真寺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和保护， 多次拨款
进行维修加固。 目前， 作为当地伊斯兰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
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武王墩墓出土的漆木器 本报记者 张 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