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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马鞍山太白楼 1200年间重建16次
采 石 矶 的 闻 名 ，自 然 是 和 诗 仙 李 白

有关。

太白楼原名谪仙楼，在采石矶处。它与

湖南的岳阳楼、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

阁并称“长江三楼一阁”，素有“风月江天贮

一楼”之称。

旧志记载，太白楼始建于唐元和年间，

因记载过简，不得其详。目前能够确认兴建

较早的时间为明正统五年。

是年，工部右侍郎周枕命广济寺僧修惠

于寺前建清风亭的同时，在寺前建谪仙楼，

将太白像祭祀于楼上。

清康熙元年，太平知府胡季瀛重建，易

名为“太白楼”，又将神霄宫旁的李白祠移建

于此，形成楼阁合璧的格局。

咸丰年间，毁于战火。现存太白楼系光

绪三年兵部右侍郎彭玉麟捐资重建。新中

国成立后，几经周折修葺，面貌一新。1956

年，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太白楼高十八米，长三十四米，宽十七

米，主楼三层。太白楼大门门额上蓝底金书

“唐李公青莲祠”，门两侧蹲一对石狮，雕刻

精细，形态活泼。进门两壁回廊嵌有清代重

建纪事及李白生平碑刻。三楼檐下高悬“太

白楼”匾额，字体遒劲，为郭沫若手笔。

据说李白死后的 1200 多年间，此楼共

重建了16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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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时 尚 文 化 读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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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皖赣古驿道
千年古村寻访新安江源头

凤阳，朱元璋的故乡，是差一点就成为

明朝首都的地方。因而，和明朝开国皇帝有

关的遗迹、故事就多了起来。

鼓楼当然也是如此。

它是我国最大的鼓楼。它的结构、方向

与其他鼓楼不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般

鼓楼大多是南北向，而凤阳鼓楼却是东西

向，它与西南六里之外的钟楼，遥遥对峙于

中都城中轴线的两侧。 鼓楼由台基和殿楼

两部分组成。台基正中间开三个门洞，中门

略大，中上方有朱元璋亲书的“万世根本”四

个楷书大字。

凤阳鼓楼始建于明洪武八年。乾隆二

十年(公元1755年)，拆中都9门、禁垣及钟楼

基座等，取砖新建凤阳府城。此后，中都城

的其他建筑或改作他用，或年久失修坍塌。

新建的府城，将此楼包在城中。每日人群从

楼东、楼南、楼西、花铺廊四条街上，涌向楼

前，逐步成为闹市。每日，人群熙熙攘攘，车

水马龙。登楼而望，远山近水，尽收眼底。

《凤阳县志》绘此为“凤阳八景”图之一，名曰

“谯楼归市”。

咸丰三年，楼宇遭兵焚，鼓楼台基仍

存。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据守台基，曾在顶

面中部砖砌战壕。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都

城建筑仅剩皇城。“文化大革命”中，皇城又

被拆除三分之二。

建造时，大量的城砖不可能远运，于是

征集各地窑师在凤阳境内挖窑烧制。后来，

城砖流失于民间砌民房、修厕所、盖猪圈，江

苏、上海等地一时皆有中都城砖。

1996年地方政府开始修复基座上谯楼，

如今俨然成为了凤阳的标志。

现今的谯楼上，厅堂内陈列的展板图

讲述着朱元璋从少年到帝王的故事，还陈

列着中都皇城的模型，还有明太祖亲自写

下《大明皇陵碑文》，这一传世碑文被史学

家称作是最真实记录农民皇帝朱元璋走过

的路。

凤阳鼓楼 大量城砖流失于民间D

江淮名楼印象

每一处古迹都有一段或
几段相关的历史，无论是名胜
之地，还是荒远之境，都留存
过先人的印痕。只是有些地
方因为一个人、一句诗，或者
一段故事，而得以千秋留名。

小学时，就会背诵:“故人
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际流。”一首李白给好友孟浩
然写的送别诗，让黄鹤楼蜚声
中外。

大凡有好山好水的地方，
往往会有一座楼。

楼，是诗人喜欢登临的。
唐代宗广德二年春，杜甫

从阆州回到成都，写下了一首
《登楼》诗。诗人登楼不是着
意描写眼底的风光，是叙述了
一种崇高的人格：楼头举目，
感极而悲。

由此，中国古代文人“风
骨”跃然“诗”上。

崔颢的《黄鹤楼》、王之
涣的《登鹤鹊楼》等无不证明
了，古楼，在他们眼里是一种
文化。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上
至真命天子，下到州官县府，
都喜欢修建楼阁。中国古代
的楼阁，或用来纪念大事、或
用来宣扬政绩、或用来镇妖伏
魔、或用来求神拜佛，其中又
以湖北武汉黄鹤楼、湖南岳阳
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最为
出名，并称“中国三大名楼”。

想来，登楼望远，将情感
融入到明丽的景色中，心境自
然也旷达而豁然。难道不是
吗？看着如画山水，临着浩荡
的湖风，与美景对饮，置身楼
台，如坠云间。

此情，此景，心怡。
张亚琴

凤阳鼓楼 马鞍山太白楼 安庆谯楼

但凡安庆人，对徐锡麟这个名字和他的故

事都不会陌生:1906年，革命党人徐锡麟在安庆

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武装起义反抗清廷，兵

败后被处凌迟极刑，剖腹剜心，血祭恩铭。

在著名的大观亭建成后，在亭东建有更

上楼，其楼基高于大观亭，故取此名。

乾隆年间，在已毁的更上楼原址，重建

一楼，取“大观善无量，上达阶有基”之意，名

上达楼。

1907 年，徐锡麟牺牲。次年，清朝命官

原藩司冯煦继任安徽巡抚，在原上达楼位置

改建为望华楼。冯煦内心景仰徐锡麟烈士，

又不敢公开悼念，自撰一联:“来日大难，对

此茫茫百端集;英灵不昧，鉴兹蹇蹇匪躬

愚”。巧借怀余阙而表心迹，请求谅解愚衷。

数年后，辛亥革命胜利。安徽都督柏文

蔚在望华楼设立陈列馆，陈列徐锡麟烈士的

血衣、战刀。

孙中山先生为褒扬徐锡麟，专门撰写挽

联一副：“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

香。”望华楼又称徐锡麟纪念楼。

安庆望华楼 陈列革命烈士的血衣和战刀B

谯楼本是安庆府署前的望楼。始建于

明朝，距今600年有余。

据史料记载，早在元朝至正十一年(公元

1351 年)，安庆就建有谯楼，后在朱元璋与陈

友谅两军交战时被毁。明朝重建。清乾隆年

间,原驻南京的安徽布政司, 从南京迁回安

庆，并加以扩充.。谯楼又改作省署大门，被认

为是安徽省分省自治的标志建筑，见证了安

徽建省。谯楼外建坊三楹,屏壁西偏题《薇

垣》，左曰《承流》，右曰《宣化》。谯楼门内，东

有华阳阁，西有宪书局。咸丰年间毁于兵燹，

谯楼独存。

目前保存的双檐楼阁谯楼，是清同治六

年(公元 1867 年)由安徽布政使吴坤修牵头

修建的。吴坤修还题写“白日青天”四字刻

石，嵌于楼外门洞之上。

民国年间，谯楼是安庆一中的前身省立

第一中学的大门。楼后为成园，有礼岳楼和

天柱阁，清静优雅。

民国十一年（1922年），安徽省第一任省

长许世英，把谯楼当作自己的办公地点，许

调离以后，谯楼又曾作为当时财政厅的所在

地。随后谯楼又归迎江寺，在如今的谯楼北

墙上还有“阅经楼”的字样。

安庆谯楼 见证了安徽建省的历史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