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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坑口村
岳飞建下骑鹿阁

清新、婉约、静谧，像一个尚在深闺中的江南女子，

坑口就是这样的形象。

它位于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闪里镇，古名“竹溪”，

大概是因这里的翠竹和绕村流过的文闪河而得名。村

子为颍川陈氏宗族居住地，始建于唐僖宗六年（公元

910年），距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

坑口“陈氏宗祠”建于宋，由陈氏十五世祖万八公

召集陈氏弟子共同建造，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重修，

至今有432年。宗祠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工艺精湛，气

势宏伟。宗祠前方正中是石板道，两侧是青一色的鹅

卵石路面。祠前有圆形石础四座，石础置放方墩之上，

上刻录的“恩进士”等字样依稀可辨，此础专为南宋进

士陈樾而造。

坑口村城楼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题的词。宋钦宗

靖康年间，金人南犯、北宋灭亡、南宋偏安，国家发生了

一系列重大变化。传说宋钦宗有天做了一个梦，与一

骑鹿仙翁下棋、聊天，并与仙翁一道骑鹿南巡，在经过

闪里镇坑口时，被这里良好的自然生态景观所陶醉，而

当时岳飞正打仗安营在坑口村，于是便下圣旨叫岳飞

建造一个城楼，并题词为“骑鹿阁”。因为是皇帝下旨

建造的,古时的文武百官经过这里都要下轿下马。

天长龙岗村
皖东状元只一人

龙岗，古时又称“芙蓉冈”，据说原是高

邮湖泥沙淤积而成的一片高地，犹如花瓣，

状若芙蓉，因船民们经常在这里停息，久而

久之，逐渐形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小镇。

小镇三面环水，碧荷万倾，芙蓉点点，遂成

名副其实的芙蓉冈。

民间传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

不久，站在南京的紫金山上，发现江北离南

京不远处常升腾起一股紫气，扶摇直上，数

日不息。这股紫气被人称之为“天子气”，

预示着又将出一位能人与朱皇帝争夺天

下，一天不容二日，朱元璋立派谙熟地理风

水，有地仙之称的刘伯温前去破掉这股“天

子气”，以绝后患。

刘伯温领旨北巡，不日来到天长境内，

发现紫气就是从芙蓉冈上升起的，贵人很

可能就在此孕育诞生。于是就派人在镇上

依八卦之形建了七十二眼砖井，密布于大

街小巷和深宅院落之中，宛如七十二根铁

钉把地脉牢牢地固定起来，使它不能松动，

以期借用天上的七十二地煞星来降服“天

子之气”。还把“芙蓉冈”易名为“龙岗”，取

意龙不离水，一旦上岗，就必定遭难，从此，

芙蓉冈的“冈”字头上加了个“山”字，意在

用一座“山”把龙狠狠地压住。

龙岗不大，到清朝时也不过区区几千

人，但“诗书传家”的文风经久绵延，出过戴

府一状元（戴兰芬）、文武双探花（韦镜湖、

韦镜川）和兄弟四进士（陈于荆、陈于豫、陈

以刚、陈桂森）。

戴兰芬是天长历史上唯一的状元，也是

皖东地区唯一的状元，出生于清乾隆四十六

年(1781年), 家中14代皆为秀才,父亲戴景

和以教书为业。戴兰芬从小聪颖,读书用

功,在父亲躬育下,6岁即能赋诗属对,14岁

补博士弟子员,18岁为廪生,27岁在嘉庆十

三年(1808年)恩科乡试时,中了举人。

道光二年(1822年),为道光皇帝登基而

专设恩科会试,戴兰芬进京赶考,考中该科

状元——殿试进士一甲一名, 夺魁天下，时

年41岁。戴中状元后即授职翰林院修撰，

掌修国史。著述有《香祖诗集》《望明轩诗

赋》等。

说起陈门四进士，不仅文采超群，而且

政声斐然，尤其是陈以刚更是名噪一时，陈

氏家谱中还记录有郑板桥拜见陈以刚的趣

事。按出道先后，郑板桥属于后学晚辈，因

为敬贤又恐遇到欺世之徒，某天装扮成一个

磨镜工人，手拿串铃，来到陈府门前叫唱，陈

以刚隔墙听歌，兴起惜才之心，招至府内引

为至交，并且留郑板桥在家谈学论道，一连

住了20多天。陈、郑二人自此往来甚笃，郑

板桥也因此在天长留下不少真迹。

坑口村

泾县黄田村
为孝道而建的洋船屋

黄田是与查济齐名的古村落，朱一

乔和笃诚堂的传奇更为它添彩。笃诚堂

的外形酷似轮船，人们称之为洋船屋。

在清朝中期，上海等港口才刚刚出现洋

船，而在交通闭塞的黄田山区，就已造出

了设计精巧、结构别致的洋船屋，堪称是

件奇事。

朱姓是黄田的大姓，黄田朱氏和休

宁朱氏同宗共祖，都是明代开国谋臣朱

升的后人。

清道光年间，当时的黄田盐商朱一

乔、朱宗怀父子在沪经商并成巨富。每

每回到家中，便向家人讲述外面的风土

人情和奇闻轶事。朱一乔的母亲和妻子

在听到“洋火轮”的情形后，产生了想见

一见的愿望，因交通落后加之缠足致行

动不便终未如愿。

禀性孝顺的朱一乔为圆母亲夙愿，便

与儿子商议修建了这座外形酷似大轮船

的建筑——洋船屋。房屋四周围以高墙，

两侧开有深渠，围墙及屋体皆仿轮船外形

依地势而筑。“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

端微微上翘，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

筑，体积庞大，似为“客舱”，其中马房与厨

房两处的院墙，砌成高高的跌落式马头

墙，借以遮蔽里面的建筑。登高俯瞰，洋

船屋宛如一艘“洋船”正在逆水而上。

龙川村自古也是文风昌盛、人才

荟萃，龙川胡氏代有人才，是徽州出

名的“进士村”。尤其到了明代，该村

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明代先后中

进士者24人，素有“奕世两尚书，一门

三进士”之称。

唐代，绩溪出了个散骑大将军胡宓；

宋代，出 了个以两劾秦桧而名垂青

史的监察御史胡舜陟；

明代，该村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

期，曾有10多人中进士，其中最著名的

是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中戊戌

科进士官至太子少保和南京户部尚书

的胡富；60 年后明嘉靖十七年（公元

1538 年）中戊戌科进士、官至太子太保

兵部尚书的胡宗宪。

清代，出了徽墨名家胡开文、红顶

商人胡雪岩；

近代，出了著名学者胡适。

提起明朝嘉靖年间抗击倭寇的战

事，人们大都知道民族英雄戚继光的事

迹，但却很少人知道戚继光的顶头上

司、比戚继光更为重要的抗倭民族英

雄、明朝兵部尚书、浙江巡抚、东南七省

军事总督胡宗宪。他在消灭倭寇战争

中担任主帅，亲临前线，指挥战争，最终

消灭了倭寇，立下了赫赫战功，起到无

人替代的伟大的历史作用。

胡家世代为官，其伯祖父胡富曾任明

朝南京户部尚书，其父胡尚仁是个知书

达礼的乡绅。生在这样一个地位显赫

且有浓厚书卷气的家庭，胡宗宪从小受

到良好的教育，日学文，夜学武，二十岁

不到，其文才武功已闻名江南。

他常与江南名士结交游猎，不愿进

入仕途。其父胡尚仁见儿子有将相之

才，况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不出来施展

才华做一番事业，未免可惜，就劝他进

京赶考，谋取功名。

嘉靖十九年，胡宗宪考中进士。先

后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浙江巡抚兵部

尚书等职。在浙江抗击倭寇时，他一方

面招揽、重用各种杰出的人才，如重用

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把颇负盛名的

文人徐渭招到自己的幕府中来；另一方

面，有骁勇善战的将领，还得有训练有

素的士兵，胡宗宪支持部下练兵，其中

成就最大者当属戚继光训练的戚家军，

后来发展为抗倭主力军。在胡宗宪的

抗倭斗争中，他擒王直、杀徐海，两浙倭

患在一段时间内暂告平息。

现在龙川村中央，还建有一座胡宗

宪尚书府，被誉称“徽州第一家”，经过

五百年风风雨雨，是一座古色古香，美

轮美奂的胡家老宅。它建筑精巧，布局

独特，设计巧妙，是徽文化的活课本。

历史上曾七世同堂，足不出户就可以上

私塾，唱大戏，请郎中，祭神拜佛……可

以说，它是整个古徽州迄今保存最完

美、气势最雄伟、结构最复杂的明代建

筑群，是徽州仅存下来的一座最完整的

官宦之家。

绩溪龙川村
不能被遗忘的抗倭英雄

龙川胡宗宪尚书府

黄村笃诚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