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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在“兴文教化”的兴化，祭祀在古
代官方记载里亦被视为头等大事。

兴化历史上亦有一组完备的庙
祠建筑群，建制齐全，类别丰富；可
以说，了解兴化的庙祠建筑，也就理
清了兴化历史上的思想秩序规范和
文教发展情况。

兴化的庙祠建筑并非短期内一
口气建成，而是循着兴化城市规模、
文化发展情况而逐步完备、扩展，最
终 成 型 的 庙 祠 建 筑 分 布 于 旧 城 内
外，于城内显眼位置立文庙、城隍，
市井密集区立各先贤专祠，临水处
有 龙 王 庙 、四 大 王 庙 等 ，城 外 四 厢
官、民庙祠杂处，四郊则有四坛以供
郊祀。

一、文明之晖
山子庙 在唐以前，兴化地区还

未有明确的建制记载，但兴化之文
明史源远流长，已发现的草堰港、影
山头、蒋庄、东古和南荡遗址等新石
器时期的文化遗产，都将兴化的文
明史延长至数千年前。

而在历史的记载上，有“楚水”
之称的兴化，文化记忆从楚国令尹
昭阳开始。

楚怀王六年（前 323），昭阳率大
军伐魏，取得襄陵之役的巨大胜利，
战后论功行赏，昭阳得到包括今兴
化的古勃海之地为食邑，又在陈轸

“画蛇添足”的劝说下，昭阳放弃权
力争夺，安心定居在封地，促进当时
兴化地区的开发建设，而“有惠政”
被视为兴化的人文初祖。

对先人的祭祀是对其功德的纪
念，兴化从未忘记来到此的昭阳大
将军，县城昭阳镇即以其命名，他去
世后所葬的阳山，也立起了一座山
子庙。

昭阳墓葬处名为阳山，古时是在
兴化西边去城三四里，隐约隆起的
高阜，兴化无山，阳山实际就是昭阳
墓的封土，当日将沉时，血色的余晖
投在了阳山巨大的封土上，在一片
染红的水域中，其隐约的轮廓更显
肃穆庄严，这景象正是昭阳十二景
之一的“阳山夕照”。

“山子庙”为前后两进庙宇，古
人重祭祀，生前身后场所都备受重
视 ，故 该 庙 实 为 墓 祠 性 质 。前 后 两
进，前殿供奉昭阳部将，后殿内供着
身着战袍、威风凛凛的昭阳将军像，
墓冢则在殿宇西北侧。

屈子祠 早在唐代，还未设县的
兴化已在水边建“三闾大夫祠”纪念
这位爱国诗人，将庙前城南之水命
名为沧浪河。

到清道光十五年（1835），因三闾
大夫庙年久失修，就将屈原像迁入
拱极台上的景贤祠，将之和昭阳、范
仲淹等有功于兴化的名宦并祭，道
光三十年（1850）又将其像迁入文昌
阁，同治九年（1870）重修拱极台，又
将景贤祠改建为屈子祠。

竞渡庙 城外，兴化城内东大街
成家大司马府西侧原有竞渡庙，竞
渡即为端午赛龙舟，该庙亦是乡人
纪念屈原之处，明万历年间改建为
韩公祠。

关于昭阳的真实性，先人虽偶有
微词，但兴化各部县志都以正史为之
记载。昭阳率三姓子弟驻入封邑，封
邑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三闾大夫屈
原的辖区，因而在兴化文庙的名宦祠

中赫然供有昭阳和屈原的牌位。
二、文正遗泽
五代杨吴时期，兴化立县，但人

文兴起，当由文正公范仲淹任兴化
知县时兴建学宫开始。

文庙 文庙即学宫，为祭祀孔子
之殿堂和官方学校合一之处，是中
国古代儒家思想应用于城市建设的
代表性构筑，也是一邑文教的最高
级别象征。

范仲淹正是中国文庙制度建设
中的代表性人物，他来到兴化县做
一个小小知县时，兴建官学和发展
文教已是他所重视的大事。

兴化文庙作为官方学校，春秋二
季须举行释奠礼以敬先师，这是一
项古老的礼仪制度。

兴化文庙除了供奉孔子及其弟
子 、各 代 名 儒 大 贤 ，还 附 建 有 文 昌
祠，其东南城墙上立有魁星阁（一层
祀文昌，故又名文昌阁），文昌、魁星
均是祈求科举出好成绩的神仙，而
兴化文庙历史上的职能正是官方学
校，培养出的学子目标都是要参加
科举取士以登入朝堂，对文昌、魁星
二神的奉祀自是不可懈怠。

兴化对文风的崇敬还不止体现
在文庙，在文正书院亦有魁星阁，城
内曾建有文昌祠，全城唯一的古塔
亦是立于东门外的文峰塔；兴化的
祈文庙宇或建筑的位置多选定于东
南方，不是在城市的东南便是在文
庙、书院的东南，这是由于东南对应
巽位，乃文曲星所在方位。

范公祠 最早兴办学宫的范仲淹
无疑对兴化的“兴文教化”有着突出
贡献，成了继昭阳、屈原之后又一位
得到隆重纪念的先贤，早在天圣六
年（1028）就已在景德禅寺内建有范
公生祠，这是全国建立最早的范公
纪念祠宇；南宋陈垓兴修文庙时又
在其东专门辟有范公祠，这是兴化
城区第一座崇祀范公的建筑，景定
年间将之移为独立建制；明正德年
间（1506-1521）、嘉靖七年（1528）又先
后迁至开元观东五显祠旧址和长安
桥下佑圣观旧址，范公祠遂从城南
移至城市中心，离县衙不远，更突出
了其对各代官员的激励作用；此后
多有修缮，康熙年间又在范公祠后
院设景范书院。

三、文礼重祀
经历范仲淹、陈垓两代贤令的兴

学，两宋时的兴化已初具文化名城
的雏形，可惜经历元末的战乱灾荒，
兴化城已成一片废墟，学宫亦毁，仅
范公祠尚存残屋。

明洪武年间，徐士诚就任兴化县
令，他上任时大力重建和恢复生产，

“集流亡，辟田地，建官署，迁学宫”，
兴化城逐渐复苏。徐士诚在兴化城
的重建、兴创中，再次确立了兴化古
城的空间格局，加强了官祭系统的
建设。兴化的城隍庙和诸坛正是徐
士诚重建兴化城时所创制。

城隍庙 城 隍 庙 供 奉 的 是 城 隍
神。最初的城隍庙出现于南方，南北
朝时芜湖、庐江等地已出现城隍庙，
一开始的影响还只限于民间，后来
随着道教的兴盛，宋朝开始敕封城
隍神，但最巅峰的时期，还是徐士诚
重建兴化城时的明朝初年。

兴化城隍庙位于县衙的西南边，
阴司在阳司的下首。根据成书于元

代的《郭天锡日记》记载，至少在至
大元年（1306）以前，兴化就有城隍
庙 ，后 毁 于 元 末 兵 燹 。洪 武 二 年
（1369），兴化知县徐士诚再建，后世
屡次扩建、修复，最终形成大门、仪
门（戏楼）、大殿、后寝四进建筑群，
大殿前东西二廊为廿四司和十殿阎
罗，其布局和县衙之制略同；嘉靖三
十 一 年（1552）又 在 正 殿 前 加 建 一
屋，以卷棚镶接为一体，使其格外深
邃而庄严。正屋前加卷棚的形制，也
常见于地方衙署大堂的建制中，可
见城隍与阳间衙署之间的关联。

洪武二年（1369）正月，明太祖朱
元璋亲自下诏敕封京师及天下城隍
神，并对应现实中的统治秩序制定
了严格的等级区分。城隍的爵位直
接对应其所属的城市行政级别，就
明朝而言最高一级为都城，其下则
为府、州、县，它们的城隍神也分别
对应四等爵位。京都（南京）及开封、
临壕、滁州等府的城隍为“王”，其余
各府城隍为“公”，州为“侯”，县为

“伯”，形成一个鬼神治人的网络。兴
化城隍庙落成后，按秩应封兴化城
隍为“伯”，徐士诚借兴化城隍灵验，
协助阳官判案神明为名，请求加封，
结果奉旨封为“灵应侯”，与州级相
同，并赐秩为正三品。后到清代光绪
十年（公元 1884），知县刘德澍又以
大 旱 祷 雨 ，城 隍 两 次 应 验 ，详 申 大
府，上奏朝廷，光绪赐号“显佑”，便
又称“显佑侯”。

四方祭坛 除了城隍庙，徐士诚
这 次 重 建 兴 化 城 还 建 立 了 四 方 祭
坛，以祭各自然神灵，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四方祭坛主要体现的是
以农为本的生产秩序。

徐士诚兴建的祭坛均依朝廷定
制，有西城外阳山里的山川社稷坛、
南城外沧浪里的风云雷雨坛和司徒
里 的 厉 坛 。山 川 社 稷 坛 祭 土 神 、谷
神，为祈大地康宁；风云雷雨坛祭风
云雷雨之神，以求风调雨顺，都为祈
愿维持稳定的生产秩序。厉坛则是
祭各种无祀鬼神。

先农坛 清雍正年间又在南郊八
里建成了先农坛，祭祀神农，并设有
藉田，这亦是由朝廷自上而下的一
种礼制，每年立春日皇帝还要亲行
藉田礼于京城先农坛，以祈当年五
谷丰登。兴化地方官则于衙前鞭打
五彩泥牛，并至藉田扶犁以劝农耕。

兴化诸坛的建筑暂未找到详细
记载，但作为官方制度所规定的祭
祀内容，其建筑也须符合一定的规
范，从其他地方的案例看，兴化的山
川社稷、风云雷雨二坛应都是四方
的单层祭坛，四面圈有方形的围墙，
社稷坛则为供奉神农的祭殿和举办
仪式的藉田。

四、文武经纬
兴化城的祭祀“重文轻武”，文庙

在宋时已建立，但专门的武庙长期未
有，一直是“自古昭阳好避兵”，地处
里下河腹地兵家不争的兴化习惯了
安宁，但到明中期嘉靖年间，面对一
场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兴化的城池
和官方庙祠又产生一轮变化。

关帝庙 嘉靖三十七年（1558），
倭寇模侵略沿海地区，兴化亦东濒
大海，面临疯狂烧杀抢掠的倭寇威
胁，时任兴化知县的胡顺华率领全
城军民坚守兴化，关帝作为武圣被

视为武的化身，但当时兴化城内未
有专门的武庙，仅在开元观东的华
光 五 帝 祠 的 护 法 伽 蓝 殿 供 有 关 帝
像，于是士民们“各陈牲酒诣王，崩
角稽首”，以求关帝庇护。

有赖于胡顺华这位干吏的认真
备战和全力迎战，在周邻州县遭到
倭寇劫掠时，兴化城却固若金汤保
全了下来，胡知县又大规模重筑城
池。太平之后，新任知县程鸣伊顺应
民意，将华光五帝祠改建成了专祀
关帝的关帝庙，即武庙，落成之时是
嘉靖三十九年（1560）。

关帝庙正对武安街，前后有牌
坊、辕门戏台、大殿和后寝殿，大殿
内塑威风八面的关帝，和孔子一样
享 受 春 秋 官 祭 和“ 乐 用 六 成 ，舞 八
佾”的帝王待遇，正殿两侧配祀“四
山”忠臣，即文文山（天祥）、谢叠山
（枋得）、陆象山（秀夫）和杨椒山（继
盛），东西两庑供历代忠勇武将。后
宫后又增设武帝祠，祭祀诸葛亮，以
纪念这位世人眼里“智”的化身。

关帝既是武神也是财神，但兴化
关帝庙的兴起，主要强调的是其“武
的化身”。当然，化作为县城也驻有
一定的军队，宋元以前无考，明初则
在兴化设有千户所，满额定为正千
户四员、副千户九员、百户十一员等
官 兵 一 千 余 人 ，嘉 靖 三 十 四 年
（1555）为防御倭寇，就特准兴化设
乡兵 300 名，次年又添精兵 500 名，
最终士兵满额达到 1410 人。清代撤
卫所改营，但仍保持一定数量的驻
军，分为东、中、西三营来驻守，原先
的华光五帝祠即明中期的关帝庙即
为中营驻所，门前旧称“营头”，南去
古街便以“武安”名之，西门外操练
军队的大小教场以及东营、西营等
地名便是兴化古代军制的痕迹。

旗纛庙 在兴化千户所里还有旗
纛庙，旗纛即装饰羽毛立于军队的
大旗，军队出征前要将其取出祭祀
以鼓舞士气，回师后则要将其供奉
于旗纛庙中。据《明会典》记载：“凡
各处守御官，俱于公廨后筑台，立旗
纛庙，设军牙六旗纛神位。春祭用惊
蛰日，秋祭用霜降日……若出师，则
取旗纛以祭；班师则仍置于庙。”旗
纛庙的地位可见一斑，而兴化的旗
纛庙后改成了小关帝庙，北城门内
亦有一座关帝庙，和大关帝庙都是
借助武圣的光辉来鼓舞士气，从而
激励军民保卫家园、庇护一方安宁。

岳飞庙 即清代康熙年间建成的
“岳鄂王庙”。位于马桥以西淘沙巷
头，三进两院坐北朝南，前临大街。
第一进为三间祠门，隔街对门为照
壁。正门外男左女右立有秦桧和王
氏的跪缚石像。第二进为三间享堂，
正中供奉着岳鄂王的牌位，西山墙
上嵌有《重修岳王庙碑记》。第三进
为正殿，内壁神坛上塑以威风凛凛
的岳飞神像，两侧为岳云、张宪等将
士像。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岳飞诞
辰，人们都前往岳王庙焚香拜瞻岳
王 ，唾 骂 秦 桧 ，啖 嚼“ 油 炸 桧 ”（油
条），是为“岳王香会”。

建炎四年（1130）岳飞任通泰镇
抚使知泰州兼镇兴化时，兴化正是
他负责防务的区域，曾驻军于旗杆
荡。城北乌巾荡的得名，相传就是因
为这里是岳飞以劲弓利箭击落金将
金兀术头上乌巾之所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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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春之谣
○金倜

春天总是这么完美
要风得风，想花有花

坐在水码头微凉的台阶上
看对岸几株妖娆的桃树
那群涂口红的女孩子

没有谁能够猜出她们的心事
刚着色的垂杨柳

更像一匹翠绿的马
低头品饮我常常梦见的河

云朵慢慢的
天空也慢慢的

春天呀，芳香已经隐身于花蕾
风隐身于苏醒的大地

而我必定隐身于无处不在的爱

茅针草词
○倪为荣

茅乃贱草
根苦瘠
喜春晖

守草民律
风可偃之
那还是立
纤腰有骨
安能折

哪怕面容憔悴

霜镂空节气
雪又飞白
茅自拙朴
点破寒夜

替三月爆芽抽薹
和五月的方言对拜
经历一场甜甜花开

梅雨裸足
且吟且醉
落草

不为寇
甘成苔

茅入唐诗
平平仄仄
重重叠叠

覆盖万户草堂
秋风不破
寒士欢畅

杜甫漫卷诗书
不再忧胃愁肠

茅落《本草》
散发芬芳
解毒明目
良医良方

人间便添正气清凉

美丽的垛上花

——献给千垛菜花

○顾维萍
每年一次的约会

是春天发出的邀请
阳光停留下来
春风妖娆起来

你青春的脸庞金黄起来
清浅的鹅黄色
是少女的裙子

柔柔的
飘散在春天的阳光与微雨中

那最具生命力的花朵
在天地间肆意地绽放
给流淌的里下河平原

带来一个季节的沸沸扬扬

一场青春的太阳雨
淡蓝色的炊烟
蝴蝶的花朵
曼妙地滑过

一朵花
一棵树

在垛上扎根
在鸟语中盛开

在船娘的双桨里
在游人欢笑的脸上

你目光里的油菜金黄
是这个岁月最平凡的花朵
是水乡大地所祈望的
无边无际的金色

阳光的钟声摇动树叶
春天的野风

比云朵更轻的吻
袅袅的青草
明澈了远空
鸟一样的风筝

飞过我们的头顶
多么艳丽的垛上花

从生活的脚下灿烂到天涯

春天的田野（外二首）

○王军
一冬的休整

田野在蛰伏中养足了精神

干涸的土地
泥层下孕育的春天蓄势破土

铆足了劲
酝酿着一阵阵的阵痛

一夜的工夫
悄然潜回的春雨

丝丝绵绵把田野滋润兴奋

暖阳下的田野
褪去了冬日的慵懒

迫不及待地催促着春天的梦醒

带着爱意
唤醒生命

把隐藏在冬日里的创伤悄悄带走

春天的田野
草长莺飞

四 月
在一缕东风的呼唤中

舒缓地醒来
眼前的乍寒乍暖

寒冬在纠结中无力残喘

南巡的燕子
循着浓浓的乡愁路跋涉回归

声声春雷接风
绵绵春雨洗尘

田野在昼夜间惊喜苏醒
果断决裂寒冬

暖阳的春风活跃

大地褪尽寒衣

蜗居泥里的种子
接二连三破土见世面

河堤杨柳冒青
满园桃花吐蕊

万顷的油菜怒放金黄引蜂酿蜜

撒欢的河水与柳枝舞动
寻一枚青柳
折一枝桃花

见证万物重生

四月的风软柔贴心
闭上眼睛嗅嗅

满满是春天的味道

带着情怀去踏青
去寻花香里躲藏的甜蜜

看一路风景
品一路春天的故事
享受陶醉 慢慢回味

仲春之月
一个转身

惊蛰前的一声雷鸣
重重的一个激灵

被惊喜

回归的季节
如约而至

悄悄地回来了
有些不知所措

一路的风霜
思春平添的皱纹

接受着拂面暖风的慰藉

抖落疲惫
一行春雨泪
喜泣无声

阔别后的故里
激情燃烧

河堤的杨柳出青
田野的百花争艳

溪水欢笑

万物
重启姹紫嫣红

匆 匆（外二首）

○吉荣华
三月 你好

蓝天之下 时光在穿梭
水流奔向远方
与天空融为一色

燕子哼着歌谣
在清澈的空气中飞来飞去

醒后的枝条
在阳光中促膝谈心

几抹浅绿
互诉着衷肠

风儿兴奋地路过
绚丽的花朵

在激情澎湃地练习舞姿

春光里
万物皆匆匆

草 芽
一阵风

或者一阵雨
漫不经心地路过

天地间便涌现许多
绿色的小脑袋

妆点江山 尽显生命
铺天盖地地泼洒
无边无际地出击

无忧无虑地活在当下
兴高采烈地吟诵起《绿色狂想曲》

繁 花
春天，盛开的

有繁花，有春雨
有笑容，有梦想

万物翘首以待
期待生命的惊喜
期待欢呼的瞬间
期待怒放的心情

期待翩然而至的幸福

花开 花谢
时光默然奔向远方

卖菜老人（外二首）

○徐莉
她坐在小马扎上

寒风一吹，白发飘几下
小身子，也颤了颤

她有时理一理
被拣得七零八乱的萝卜白菜

有时转身，和坐在
三轮车里的孙子说说话

剩下的时间，她继续低头
望着行人过往的脚步

山 色
这块石头

立在最高峰上，如卵
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色

它常想起
滚落崖下的兄弟们

山，忍受丧子之痛
忍受雷击、风蚀、雨淋

忍受一寸寸矮下去的衰老
固守着身边的丛林、溪流、瀑布

就连飞鸟、草籽、沙尘
也把它们搂在怀里

最小的石头知道
它不是山

最后一个儿子

空 船
蓑衣、斗笠，穿戴在
岸边的木桩上

一弯月，常常挣脱
风的牵扯，垂下清辉

钓这条木船和满舱的水鸟

鱼在水底游玩
小船带不走它们

芦苇丛里，萤火一闪一闪
像是那位老者
又坐在船帮
吸着烟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