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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 王春国 徐功富

常山古凉亭考略

凉亭，是我国周代渐渐兴起的一类建
筑，常见于古道古渡上及园林之地，少数
墓陵地也有之。

凉亭，停也，其功能主要是避风雨，或
作为观风景的亭台，抑或纪念历史人物所
建，但主要还是道路所舍功能。常山有古
凉亭近二百座，《县志》有记载的四十六
座，凉亭尤多的球川镇，被称为“百亭之
乡”。

古道上凉亭尤其多
从《常山县志》读阅与民间实地走访

了解到，常山古凉亭所呈现形态主要有四
角、六角、八角、扇形、重檐，也有六脚、八
脚及多脚类的长亭等，还有专以材质命名
的木亭、石亭、茅亭、竹亭等。

璞信古道，即本县境内从常山璞石村
往西南方向延伸到球川古镇，并通向信
州，这段古道仅30公里左右，就分布建造
了十八座凉亭。

常山古县城的西
门，也称“来远门”，从
此向西出发有一条古
道直通江西玉山，史
称“常玉古道”。常玉
古道的凉亭，有三里
亭、四里亭、五里亭、
七里坳亭、十里山亭、
十八里亭等。以里命
名的，与我国古代早
在西周时就有的里乡
制之历史相关。在我
国古代相当长的一个
时期，地方基层组织
是户组为里、里组为
乡的建制。在古道
上，取里为亭之名，既

方便人们知晓路的延伸方向和走的路程，
又告知路人凉亭所在地是当时的里治所
在地。

从名字里看古凉亭意蕴
息肩亭，在常山县西二十里的叶姑

岭，是本县彤旧叶氏在乾隆二十年建。此
岭南北两侧较陡，来往过客上到岭背都较
吃力，尤其是肩挑货物的行客更加，故叶
氏心想，此处如建亭供人歇息是积德之
事。善念之下，叶氏建好凉亭就通俗地取
名“息肩亭”，给人非常亲切之感。建在常
山县西三十八里球川馒头山上的留车亭
及嘉庆十三年球川古镇徐姓所建的望川
（球川）亭等，皆是此类直抒胸臆型凉亭。

还有一类亭，名字颇有禅意，如常山
县北三十五里严谷山中、僧人所建的洗心
亭。本县境内常徽古道的一条长约五公
里山涧峡谷，非常幽静，山间有一寺，名称

“严谷寺”，民间又称“龙山寺”。寺中僧人

在寺外山谷间建亭，取名“洗心亭”，一名
双关，既暗喻凉亭为世间俗人过往时歇息
所用，又暗指在此停驻可洗心。从《县志》
记载来看，这类凉亭多为寺僧募建，又如
在县北门外奉思寺的心树亭。

在常山，还有一类凉亭，从名字上看
具诗意。如栖云亭，在县南十里木棉岭之
巅。是明万历年间县城一位德行高尚的
老人徐深建造。木棉岭是常山至江山古
道必经的一段山巅关隘，上了木棉岭的行
人已非常疲惫，在此亭歇息四看，犹如在
云端远眺，取栖云亭真是妙哉。此类凉亭
还有白云亭等。

常山古凉亭之多，印证常
山人文历史之源远流长

在常山古凉亭中，有记载的，基本在
清朝年间，只有少数是明代的，一大批凉
亭已因历史悠久，而无史记，这更加印证
常山人文历史的源远流长。

从多数古凉亭的记载或故事中，可以
看出凉亭多为常山人或捐或募或资而建，
委实是修善积德之举。常山乡间与古道
上呈现如此多的凉亭，说明常山官府与民
间贤达善举蔚然成风。

看古凉亭之名，似乎每座凉亭都善解
过往行人之意或有别致的暗喻，让人犹如
行走于古道意境之中。如修于县三里滩
渡口的待渡亭，便是为方便行人考。

八省通衢的常山，过往行人几乎每天
络绎不绝，凉亭就是过客们最便利的歇息
场所。在这里，每天都有无数的商业信息
与人文故事在传递，随着岁月的流逝，常
山培育出了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多元文
化，常山也成为多姓氏多方言多文化交融
的文化名县。

蔑岭古道上的八脚凉亭 郑洪根 摄

重建文昌阁记

已亥孟冬吉日，故梓文昌阁鼎新于县
城之东，吾常城故里因之加添靓点，百姓欢
忭同贺。

自古以来，文昌阁多为崇祀文昌帝君
与魁星。文昌帝君掌管功名、禄位文运之
神；魁星在古代则是主宰文章兴衰之神，在
儒士学子心目中，文昌帝君、魁星均具至高
无上的地位。“文昌”两字可演绎为文运亨
通、教化昌盛。尊儒必会祀文昌帝君，崇文
地域必兴文昌楼阁，文昌阁兴则文运兴腾
也。

吾邑常山，尊儒崇文，耕读勤勉。城中
一丘，建一文峰塔，始于南宋，明清重修，耸
入云天；塔之对面，展衣山麓，造一文昌阁，
系明代建造，塔、阁遥相呼应，文脉兴也。

惜文昌阁坍塌多年，阁之旧址，已为庶宅替
代，旧阁圮毁，民祀无觅，贤士堪忧，重建呼
声尤为炽烈。

孔子订《祀》《乐》，赞《周易》、修《春
秋》，倡导仁义学说，呼唤人性升华；主张以
人为本，以和为贵；崇尚中庸之德，万事真
谛。此为君子修身立命之根本，圣人教化
之精髓，传统文化之核心。阅古观今，文昌
阁首者为祭祀，次者为教化，再者为一区域
之地标。建造文昌阁事关故梓文运兴衰，
德化弘扬，实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矣。

丁酉仲春，原常山县文广新局召集有
识之士商议，依中国传统风水观选址新建
文昌阁，既敬先贤，又励后人。经集思广
益，遂决定在城东凉亭山建造。

驻足吾邑城东之凉亭峰，遥望湖山山
巅，群峰拱护，碧水回环，定阳古邑，汇融八
方灵秀；面对金川溪水，来聚一脉繁阜，斯
峰堪为造阁之佳址也。

盛举共襄，且得天时地利人和，县领导
把建文昌阁列为城市古迹修复十大专项之
一，自2018年破土，历时一年之余，门楼、
阁体、道路相继完工，往后我邑必将文运重
启，登科连绵可期唉！

呜呼！阁之所兴，系众心所望，需众人
敬惜护爱。我莘莘学子、桑梓乡贤当同心
同德，共祈我邑：文道日昌明，魁星永高照，
俊彦代代出，文脉绵绵长！

特约撰稿人 黄海浪

春日

宋·汪藻
一春略无十日晴，处处浮云将雨行。
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渡傍鸥不惊。
桃花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
茅茨烟暝客衣湿，破梦午鸡啼一声。

徐德河评析：
汪藻（1079-1154），字彦章，号浮溪，

江西德兴人。崇宁进士，曾出知徽州、宣

州。宋代文学家，著有《浮溪集》。

汪藻在任徽州、宣州官职期间，曾多

次因公务路过常山，在招贤住宿过，并写

下《宿招贤馆》和《常山道中闻诸将屡捷》

等诗。他在诗中说“一雨四十日，羲和安

在哉。”感叹在常山停留时，遇到久雨不晴

的坏天气。幸好，久雨之后，天气突然放

晴，诗人怀着喜悦的心情，到旷野去游春，

诗人通过视觉，看到大自然美丽的景色，

从而赞扬当时常山农村宁静安谧的社会

环境。

首联是开门见山的写法，直接描述春

日多雨的天气。诗人仰望天空，看到处处

浮云带雨，感到天气不好，不便出游赏春。

颔联是写久雨初晴之后，使人看到田

野里的春水泱泱，一碧如镜的美丽景色，

感到那里是赏心悦目的好去处；又看到招

贤渡边鸥鸟忘机，与人相亲相近欣然有趣

的和谐景象，更使诗人心情欢愉。

颈联是描写近处篱笆间的桃花，它似

开未开，嫣然含笑，好像于诗人有深情厚

意，物我相融的感觉。诗人一时就陶醉在

大自然的美景之中。

尾联是写农民家庭每到夜晚时分，迷

蒙雾气，沾衣欲湿，忽闻一声公鸡啼叫，更

觉得农村环境显得宁静安谧，农民过着平

静而安康的生活。

该诗通过春日的游览，观看到许多美

丽景色，诗人感到欢乐，从而对常山农村也

加深美好的印象。初读全诗，似乎觉得景

物各自分离，缺乏内部联系，但细细体会全

诗，却是以情谊活动连贯全篇的。这是一

种独特的表现手法，值得后学者仿效。

[定阳诗话·宋诗之河]

特约撰稿人 徐德河

辛弃疾与常山县
“奉恩寺”的传说

一
辛弃疾（1140 年 5 月 28 日－

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
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
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
村）人。南宋豪放派词人、将领，有

“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
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辛弃疾生于金国，早年与党怀英
齐名北方，号称“辛党”。青年时参与
耿京起义，抗金归宋，献《美芹十论》、
《九议》等，条陈战守之策。先后在江
西、湖南、福建等地为守臣，平定茶商
赖文政起事，又创制飞虎军以弹压湖
湘。由于他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
合，故而屡遭劾奏，数次起落，最终退
隐山居。开禧北伐前后，宰臣韩侂胄
接连起用辛弃疾知绍兴、镇江二府，
并征他入朝任枢密都承旨等官，均遭
辞免。1181年农历11月，由于受到
弹劾，官职被罢，辛弃疾来到江西上
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
他喜欢常山县的柚子，也喜欢上饶河
口镇的绿茶，可以做到假痴不癫，和
谐安享晚年生活。

二
上饶，古称信州，东联浙江，南挺

福建，北接安徽，自古就有“八方通
衢”和“豫章第一门户”之称。当时，
南宋朝廷偏安于临安，距离信州只有
八百里行程，信州的交通地位十分突
出。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11世纪越
裳氏从广州去洛阳朝贡，如何行进？
完全靠步行是不可能的，只有走水
路。融入百越的越裳氏善于操舟，由
广州行至江西界再无水路可通，只能
弃舟登岸，翻越庾山梅岭。过岭之
后，循赣江水路通鄱阳湖，逆信江而
上，过贵溪、弋阳、信州（上饶）、抵达
玉山。再弃舟登岸，陆行过岭进浙江
常山，换舟由钱塘江水系到达杭州，
此后扬州、宿县、洛阳皆有水路可通。

在常山，虽说是一个中转站，但
水路已隔断，只有走常玉古道，而草坪
驿站便是游寇商贾官员短暂歇息的中
转点，辛弃疾也不例外，他注重山水，
并以排忧为主要目的，常常留宿寺庙，
以休闲与养病为常，也有醉酒、课徒之
原因。辛弃疾需要籍公共空间与人交
往，排遣忧愁，他活动的空间很大，其
中常山县城区北郊的奉恩寺（建于后
汉乾祐三年，遗址在今县退役军人事
务管理局）是他最喜欢席地而卧的一
个处所。为什么他有如此习惯，皆因
其接地气，不怕死，有情商……

辛弃疾习惯于出西门左拐走常
玉古道，其出行的时间一般选择在中
午12:00时，在其脑海中，攻伐有度，
许多短命鬼、午门问斩的对象，有为子
孙后代生存计，往往选择此时此刻上
路，皆因此时阳光正盛，可以抑制短命
鬼的邪气，并按城市、驿站间的距离计
算，他步行出西门、经曹会关，走至草
坪驿站时刚好傍晚时分，相对便捷。

三
辛弃疾坎坷的一生，从背井离乡

到维护北宋王朝的安定付出100%的
辛劳，但其性格脾气过于耿直，故其
一生作为，以豪放派词家排第一，军
事家排第二，政治家排第三，这实际
上也是常山县奉恩寺住持普渡大师
的点拨，聪明不可用尽，做人情商宜
高，以德报怨，一切随缘！

在以后归隐上饶的日子里，辛弃
疾终于看淡一切，“有心杀贼，无力回
天”……

北宋、南宋的没落，皆因贼寇过多！

特约撰稿人 江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