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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礼惠中国画作品展21日开幕

江淮建筑的历史与文化（上）

位于滁州来安西北部山区的杨郢乡，以
其特有的“风车、温泉、古树、民居”等原生态
风景，成为来安境内一道亮丽的风景。

杨郢宝山千年古银杏树生长于来安县杨
郢乡宝山村上庵岭的山地上，是一株多代同
堂的古银杏树。此树树龄在1500年以上，是
来安县树木中的老寿星，也是皖东地区现存
树龄最长的银杏活体，被中国银杏学会誉为

“皖东银杏王”。
而杨郢的界牌古民居也是风景之一。古

民居大多为民国修建。由当地盛产的玄武岩
和泥堆砌而成。占地面积三十余亩，共居住
居民约 40 户。作为全县境内保存最为完整
的古民居建筑群，界牌村落较为完整的保留
了历史风貌。

这些住宅体形较小，用料很随意，基本上
是就地取材。天然古朴，不加修饰。

住宅平面布局合理，以单独院落形成，围墙
也是用本地的层石砌成。外观看上去像一座座
堡垒，门窗及家具都是以杂木为主料，坚实耐用。

清代徽式古民居，被
千里大挪移，整体“搬家”
到外省、甚至到海外进行
复原重建的新闻，在近些
年来层出不穷。通常，都
会引发人们的关注和热
议：古建筑拆后异地重
建，是保护还是破坏？

可见，徽式民居，在
世人的心底里，是无可
比拟的珍贵。

飞之檐,翘之角,雕之
饰,安徽人把历史的辉煌
都嵌入了居所的图腾。

于是，我们眼见的
民居，可谓细微处见博
大,博大中见精致,岑寂
中透着矜持。

很多年前，中学美
术老师画了一幅水墨
画，课上展现给全班同
学时说，那是宏村。

乍一看，甚是喜欢。
白墙黑瓦，黑白线

条，清晰地勾勒出村落
的神韵。

那是对徽式民居的
第一印象，经久不消。

后来知道，宏村始建
于南宋绍熙年间。原名
弘村，取弘广发达之意，
清乾隆年间改名为宏
村。村落背山面水，村人
开仿生学之先河，建造了
堪称“中华一绝”的古水
系牛形村落。村中鳞次
栉比的古民居，没有多余
的色彩，就是黑与白。

白的墙，黑的瓦，就
是中国画里的乡村。

其实，在江淮区域，
除了古徽州的典型民居
外，还有一批不同风格
的建筑，比如芜湖不仅
有大量的西洋建筑，还
有东洋建筑。比如位于
怀远县西门岗怀远一中
院内的古建筑群，是现
今皖北地区保存最好、
规模最大的中西合璧的
古建筑施工设计群。还
有不计其数的名人旧
宅、官员府第……

它们，也是记录历
史的笔。它们，也是安
徽文化的延伸。

芜湖有很多洋派建筑，这当
然与它的历史发展有关。

在这些洋派建筑里，翟家花园
不是最典型的。它位于肖家巷。

“一条萧家巷，半座芜湖城。”
这是老芜湖人都熟知的一句话。

肖家巷，原为萧家巷，因萧云
从而得名，建国后改名肖家巷。

在芜湖古城里，萧家巷曾是
最复杂的一条巷子，从上个世纪
二十年代开始,萧家巷迎来了其
最后的辉煌，当时有许多富商巨
贾、军政要员纷纷落户于此。

毕业于黄埔、参加过北伐、加
入过同盟会的翟其清也搬迁至此。

翟其清，翟家花园的主人。
黄埔军校前六期学员。出身贫
苦，15 岁到宣城南北货当学徒，
17 岁离家参加北伐军，跟随孙中
山，后加入同盟会，在广州呆过
很长时间，来芜湖后，从一商人
手中将这座洋楼连同前面两进
徽派房子一同买下。

西洋建筑登陆芜湖，引领了
芜湖的建筑时尚，就连徽派积淀
深厚的老城也抵挡不住“洋风”，
翟家花园同样效法古罗马的拱
券甚至采纳了古希腊的立柱。

翟其清还没有在翟家花园住
安稳，1937 年 12 月 5 日，日本
飞 机 轰 炸 芜 湖 ，炸 沉 英 轮“ 大
通”、“德和”号二艘，死伤市民千
余人。12 月 7 日，又有日机六架
分批空袭芜湖，国民党守军及行
政专员、县长弃城而去。翟家嫡
亲乘上难民船，辗转到了四川。

翟家花园侥幸躲过了日军丢
下的两枚炸弹。

1945 年日本投降后，翟其清
赋闲在家，靠变卖家产、房产艰
难度日，把两进徽派的老房子先
后卖给了别人。最后洋楼也整
栋出租，自己家找了一处低矮平
房租住。

太平大路是城区的中心大街，这里集中
了许多官宦府第和富商豪宅，俞府就是其中
最为显眼的一处。

未修缮前的俞府与四周传统的深宅大院
不同，它具有强烈的海派建筑风情，台基栏
杆、石柱拱券、回廊庭院一应俱全。石门楼造
型、墙上堆塑的花卉、弧形大理石台基、墙脚
通风口形状等细部，都处理得丰富而精致。
俞宅的地坪为水泥砂浆混合质地，廊步用黑
色绘制蝴蝶与寿字纹饰。它是芜湖古城内中
西合璧式建筑的代表作。

这座洋楼的主人是一位财大气粗的木材
商人，俞政卿。当年他来到芜湖,一口气买下
了太平大路4号、6号、8号三幢房产。

抗战时期，俞府被一个日本军官占据，嫌

楼上下楼不方便，硬是把楼梯从屋内移出走
廊最东端，将二楼生生挖开一个大豁口，破坏
了建筑物最初的造型之美。

芜湖古城内，类似俞府的小样楼还有好几
座，但就建筑的精细程度而言，无出其右者，它
的精细不仅体现在整座建筑的总体布局和设计
上，还体现在许多细节上。比如，在砖砌拱券的
直角部位都有向外凸起，两面对称又不尽相同
的堆塑白色花卉做装饰，这似乎并不刻意的装
饰，却使立面活泼了许多，也使整座建筑平添了
几分动感和灵气，这在古城建筑中并不多见。

1935 年俞政卿去世后，太平大路 4 号楼
上三间分给了女儿俞静贞，楼下三间分给了
大儿子俞崇德，6 号分给了小儿子，8 号分给
了二儿子。

安庆太湖 500 多年历史的蔡畈古民居，
有个培育出 270 多位秀才、贡生、举人、进士
的雷氏祖屋“太史第”。

它是一座清朝初期的古宅，背靠险峻的
长岭岗老虎洞人形山，门前小桥流水，每层堂
厅之间的天井两侧建有厢房和阁楼。

整体建筑古朴典雅，石雕木雕砖雕和绘画
集中体现在大门、外墙和堂厅的框架结构上，
所雕画的鱼樵耕读与飞禽走兽惟妙惟肖。

可以想象这座建筑当年的辉煌程度，如今，
除了“太史第”的匾额悬挂于大门之上，一脉相
承的雷姓后代将近300多人口都搬出了故居。

雷氏始祖雷溥公系追随朱元璋起义，因建

有战功被朱元璋安排为太湖镇守，历经10代，
整个姓氏在县城居住几乎跨越了整个明朝。

直到 1642 年张献忠攻破太湖县城的时
候，太湖雷氏被张献忠部烧杀达100余人，太
湖雷氏惨遭杀戮，所剩的雷氏子孙 10 余人四
处逃难，其中第十代的雷佑祚带着妻子刘氏
和媳妇周氏逃到了现在的赵家河下游的南冲
落户。

太湖雷氏的第十一代雷廷柱，在这里建
起了这座规格高级的祖宅，其孙雷天铨康熙
年间考取进士，是继太湖雷氏第十代雷演祚
之后的第二位进士，官至翰林院庶吉士，国史
编修，诰封“国史公”。太史第因此得名。

翟家花园：
侥幸躲过日军的炸弹

俞府：木材商人的海派居所

南冲太史第：培育出270位人才的雷氏家族

界牌古民居：天然古朴的单独院落

御赐太史第牌匾 界牌古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