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铉所书“常州”二字（后人还原）

全称“六龙城”
源于深爱常州的书法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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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最后一个“龙年龙月龙日龙时”———农历三月廿六(5月 4日)7时至 9时即将到
来，而这一时刻，对常州来说尤为特殊。

常州，自古享“龙城”美名，不论时光如何流转，地名如何更迭，“龙城”雅称始终
是常州最具文化穿透力的外宣名片，展示着城市特有的人文气质与精神风貌。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龙
是权力、高贵的象征。所以提到
龙，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真龙天
子———封建帝王。那么常州“龙
城”之称与帝王是否相关呢？
此前有一流传较广的说法为：

常州“龙城”之名取自武进南兰
陵萧氏家族在南朝出过齐梁两朝
皇帝之典。清末民初，武进文人
谢霈在 《忝生日记》 中便有“自
古兰陵号六龙”之句。然而龙兴
之地兰陵城与“龙城”之名并无
关联，考齐梁及隋唐史志文献，
不见称南兰陵为“龙城”的文字
记载。
全国称“龙城”的甚多。商

务印书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收录“龙城”10处，这部由武进
人臧励龢主编的权威性地名辞书，
居然未收录“龙城”常州。且该
书两位校订者陆尔奎、方毅均就
读于常州龙城书院，熟悉常州人
文历史，故而不可能出现遗漏。
因此，更加佐证“龙城”并非地
名，而是雅称。
自南宋起，历朝历代的文人

在作品中对常州雅称“六龙城”
“龙城”的说法多有记载，这一别
名伴随诗词、著作经久流传、广
为人知。常州文史训诂专家王继
宗等曾深度检索 《四库全书》 和
《续修四库全书》，统计共有 14处
提及“六龙城”，另外索得《万历
常州府志》 与明代武进人郑鄤
《峚阳草堂诗集》 各有 1 处提及，
地方志及各朝代诗歌索得 6处。

而最早提出常州叫“六龙城”
的是南宋抗金名相———常州府无
锡人李纲。 《常郡八邑艺文志》
卷十二收录李纲七律 《送梁仲谟
尹武进》：“悬想公余留逸兴，六
龙城邑郁嵯峨。”这是南唐徐铉手
写“常州”后至宋，有文献可考
的第一例“六龙城”之说。

元末明初，著名诗词曲家、
武进人谢应芳提到“六龙城”，留
下“六龙城郭春如画”“六龙城
西吕城东，奔牛古堰卧两龙”等
句。与此同期，无锡人钱仲益曾
写下“买州直到六龙城”。

明代，“六龙城”之名既在
江南地区广为流传，更收获了官
方认可。常州府无锡人许笼、王
立道，武进人薛敷教、郑鄤，松
江府华亭人张弼曾将武进称为
“六龙城”。隆庆六年，常州知府
施观民在今局前街小学校址建
“龙城书院”。

到了清代，“六龙城”“龙城”更
被频繁提及。乾隆第三次下江南，
圣驾至常州天宁寺，御赐匾额“龙
城象教”，“龙城”雅称获皇帝首肯。
乾隆三十年，乾隆恭奉皇太后四下
江南过常州，诏士子献赋，阳湖（武
进）人褚邦庆为述乡邦典故，作《常
州赋》，赋中有“而况城号六龙，恰
值六龙频降”句。

常州有“龙城”美名，也有
与之匹配的底蕴实力。状元是科
场中脱颖而出的“人中之龙”，如
果撇略无锡、宜兴所出状元，单
就武进 （含宋元时晋陵、清之阳
湖）而言，自南唐徐铉题额“常
州”之时至晚清科举废期间，共
出了六名本地籍状元，正如“常
州”二字的“州”字有六画，如
六条虬健不屈、奋勇前进的游龙。

这一结果恰好应了元代常州
路学教授白珽所言。这位教授在
将徐铉篆额“常州”二字珍藏收

录于学宫时，题诗“金钟罩六龙，
六魁踵相接”，以鼓励学生“顾瞻
增志气”。今天读来，我们依然可
以从诗里感受到“龙城”百姓奋
发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风貌。

是雅称不是地名
历代文人纷纷“盖章”公认

群龙聚首自有天意
金钟庇佑下的接踵夺魁

在中国书法史上，南
唐、宋初公推徐铉篆书第
一。南唐时，徐铉为常州
城题写门额“常州”二篆
字。占卦者称“常州”门
额深藏若虚，“常”字轮
廓似金钟，“州”字六画
似六龙，笔走龙蛇，丰筋
有力，宛有帝王之气，于

是文人谓之“六龙城”，简
称“龙城”。

徐铉为常州挥毫泼墨
并非一时兴起，留下此字
的背后，是他对常州、对
常州人的深厚情感。
《资治通鉴》载，南唐

保大十一年，祠部郎中徐
铉奉中主李璟之令，察访

楚州 （今淮安），再到常
州，其曾作诗 《又绝句寄
题毗陵驿》 云：“曾持使
节驻毗陵，长与州人有旧
情。为向驿桥风月道，舍
人髭鬓白千茎。”从“长与
州人有旧情”可知，徐铉
对常州深有情感。从 《咸
淳毗陵志·秩官》 记载可
知，徐铉之父徐延休在
“天祐中摄宜兴令”，后与
常州刺史张训多有交谊，
两家为世交。而徐铉与张
训之孙———入籍常州晋陵
县的张佖同朝为官，亦师
亦友。

除了题字，徐铉察访常
州时秉公执法，为民解忧，
深为常州人所称颂。《南唐
书·元宗本纪二》记载，时年
大旱遇蝗灾，南唐中主令州
县饥民筑塘灌溉屯田，不料
州县官吏以此为由压榨百
姓、强夺民田。徐铉奉奏处
置民冤诉讼，体恤民困，有
力诘责豪势胥吏的掠夺行
为，将民田悉归其主，百姓
感悦之。

徐铉对常州有情，常
州人也念怀徐铉之恩。应
常州团练使姚凤之请，徐
铉欣然题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