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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城记：一座古城的生命史》连载
文庙：嘉州的文气汇聚之所

■ 邱硕

除了公署占据城中的好位置外，政府附庸的庙宇、神祠、
学堂、书院、馆舍等建筑，还有政府资助的养济院、育婴堂、漏
泽园这些福利慈善机构也要占去城中大量土地，甚至会延伸
到城外。

中国古代城池中最重要的公共设施莫过于文庙了。文庙
乃官府所设，不仅是祭祀至圣先师孔子的场所，而且是教育士
子的地方官学所在地，还是传承和散播儒家思想的地方，簇拥
着名宦祠、乡贤祠、忠义孝悌祠、节孝祠、奎阁等建筑物。儒家
思想是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核心，一座城市的文庙既是地方
文气之象征，更是国家统治的符号，是修建城池时最先要考虑
的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庙实际上是政治性建筑。中国
古代行政区划长期在郡（州）—县两级与府（道、路）—州—县
三级之间变化，行政衙署也相应变化，但文庙作为各级行政治
地所必备的建筑，稳定性大大强于官署和其他任何建筑。

根据文献记载，乐山文庙始建于唐武德初。尽管唐代以
前很多地方有文庙，但是文庙在全国各地的普及是从唐贞观
四年（630年）太宗下诏“天下学皆各立周、孔庙”开始的，而乐
山文庙在这之前就建立了。自唐以降的一千多年中，文庙经
历多次重建、扩建、迁建以及无数次修缮，成为乐山历史上留
下文字记录最多的公共设施。

文庙在城池中的位置，全国各地情况并不统一，但位于城
南的偏多，居于东南方的为最，因为东南乃日出之地，是一个
朝气蓬勃的方位，寓意文风兴盛，像西安、洛阳、平遥、韩城等
地的文庙都建在城市的东南隅。早期乐山城可能呈方形，有
较为明显的中轴线，乐山文庙最初的位置也在城南，其址历经
宋、元而未变。明代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大渡河洪水冲
毁了文庙，城南水患频仍，文庙被迫迁徙。“嘉定四谏”之一的
安磐在嘉靖初年写作的《江城记》中说，永乐年间文庙遗址在
河岸以南数十步远的地方，他推测此时文庙的遗址应该在大
渡河河心了。

文庙经过前后三迁，最终于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迁
到高标山下今址。庙学三迁，是乐山城历史上著名的大事，有
明代的马理《嘉定州增葺庙学记》、范醇敬《嘉定州儒学志略》、
周洪谟《重修嘉定庙学记》等文记录全过程。文庙的空间变化
既是乐山城整体北移的缩影，也是乐山官民辛勤维护地方文
脉的反映。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一场洪水将文庙冲毁。知州
杨仲钦、学正李敏鉴于其旧址水患频繁，将文庙“始迁龙头山
阿”“方响洞之上”。但是工程“未善”，便停工。从宋代以来，
方响洞一带就一直位于乐山城市中心，不知是否由于市井杂
沓、环境局促的原因，导致文庙铺展不开。

接着文庙“再迁北原”。根据“北原”这一名称来看，此地
也许在城市北面比较平旷的地方。但此地仍不佳。正统十一
年（1446年），“同知柳芳、学正黎浩迁明伦堂于后山”，相当于
只是将教学讲堂迁到了后山，其他建筑仍然未动，像大成殿这
样重量级的建筑还是处于“卑隘”的地方。

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训导曾智，“以大成殿卑隘，

奏迁之于高标山下”，即府治西北、高标山左翼的玄坛洞。据
传，在迁建时，曾于该地挖出一块碑石，上刻：“玄坛守此地，留
与圣人居。”所有人既惊且喜，认为这是古代的哲人占卜所得
之辞，说明天意早就将此地预留给了孔圣人。其实，剖鱼得
书、挖地得碑这样的事情在古代很多，多半是当事人预先为
之，故意让人迷信天意。大概因为文庙迁徙一波三折，弄得士
民都对嘉州文气失去了信心，主事者才不得不如此为之。这
无异于给低落的士气民意打一剂强心针。果然，士民庆贺，大
赞此地风水：“诚烟霏霞栖之区，凤翥龙蟠之所”。

至此，从南到中，从中到北，从北又到西北，庙学迁徙终于
尘埃落定。从此，文庙不再搬迁。

全国府州县的文庙具有大体上相同的建筑组成和结构布
局，仿佛有丝分裂之后千万个模样类同的细胞。这样的结构
布局保证了国家统治秩序的稳定，教育理念和制度的一致性。

地方文庙一般“庙”“学”合一，既做祭祀孔子的孔庙，又做
地方教育的学宫。文庙中“庙”的部分一般包括：万仞宫墙、棂
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名宦祠、先贤祠等；“学”
的部分大致有：明伦堂、讲堂、学斋、尊经阁、文昌阁、教师宿
舍、学舍、仓库等。其中，“庙”建筑群的主体建筑是大成殿，用
来奉祀至圣先师孔子，“学”建筑群的主体建筑是明伦堂，主要
用于讲学弘道。按照大成殿和明伦堂的位置关系，文庙中庙
与学的空间关系大概有四种：左庙右学、左学右庙、前庙后学、
中庙旁学。乐山一直是府（州）、县共治之地，所以府（州）、县
共用一个文庙，府（州）学、县学共享学宫，只用一道墙相隔。

按照“殷礼”的“右为上”观念，则文庙空间应该是“左学右
庙”的布局，根据范醇敬《嘉定州儒学志略》的建筑布局来看，
明代乐山文庙就是如此；而中国古代一直有“左为尊”的观念，

“左庙右学”是最常见的布局，清代在原址重建的乐山文庙又
遵行的是这一通行原则。不管平面布局、规模形制等物质形
态怎么变化，不变的是等级、宗法观念等精神内容。

《眉山得士录序》一开头是这样写的：“嘉，古眉山郡。眉山（此眉
山乃峨眉山——笔者）之阳有苏稽里，为唐苏颋稽留地也。颋实苏氏
家眉山之始，越数百年而有长公”（长公代指东坡，乃苏洵长公子）。
此处把苏颋当苏轼先人。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也是如此，《游大峨山
记》文中有这么一段“午后，至苏稽渡，山中有坡老亭，问其乡父老，云

‘是唐苏颋谪是地，因稽留于此，故地以此得名，实苏氏入蜀之始
也’。”

苏颋何许人？我们有必要弄清，经查：苏颋（670——727年）字
廷硕。京兆武功人（今陕西武功），唐宰相，文学家，尚书左仆射苏瑰
之子。进士及第后授过乌程（今浙江湖州）县尉，后任监察御史，中书
舍人，太常少卿，工部侍郎，其父死后袭封许国公。他是开元四年
（716年）的宰相，开元八年（720年）被贬于蜀地，他在此“稽留”只能
说有可能。但他真是东坡先人吗？不是，河北栾城县1984年立的三
个碑，有两碑就有此说明。第一个碑叫《栾城县碑记》，在说到人杰地
灵处，列举了历史名人，其中提到唐宰相苏味道，紧接着碑文这样说

“宋代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均为苏味道后裔。三苏源于栾，兴于
眉，故有眉山发迹之说。”第二个碑更直接。《重立眉山发迹碑记》，碑
文一开头就是“原眉山发迹碑，乃栾城八景之一”。可见此碑早已有
之。文中说“眉山发迹，指唐代宰相，文学家苏味道生长于栾城，而其
后裔苏洵，苏轼，苏辙发迹于眉山之意。”文中还专门提到“苏辙著有
《栾城集》，以示对故土怀念。”此三碑由当代隶书大家刘炳森书写。

那么苏味道生平，我们也要弄清。苏味道（648-705年）字守真，
赵州栾城（今石家庄栾城县）人，唐代政治家，诗人。汉朝并州刺史
苏章后代。20岁进士及第，授过咸阳尉。武则天时历任中书侍郎，
吏部侍郎，同平章事。也就是说，他是武周朝的宰相，比苏颋早了
20来年。在705年神龙之变因依附张易之贬为眉州刺使，尽管他
被贬眉州，但他“稽留”苏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到眉州又转迁
益州就死于道中，也就在这一年当中。但从中我们可知，他为苏轼
先人证据确凿。

■ 汪建

苏颋苏味道及其他苏颋苏味道及其他
——为袁子让《眉山得士录序》一文指误

袁子让何许人？资料显示：万年十三年（1585年）
举人，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授嘉定知州，转知眉
州，政绩卓著，升兵部员外郎。精于等韵学。个人作品
有《香海棠集》等。这个湖南郴州人士，一考上进士，第
二年就当了乐山市长（知州），在此九年，留下颇多政绩，
具体细节何如，志书详载得不多，仅有一些散落的花絮
让我们了解。比如夹江千佛岩摩崖上，最大的“千佛岩”
三字是他留下的，因此入景的牌坊上也用此三字；在乐
山衙门外，他立有一坊，向外书“汉嘉古治”，向内书“海
棠香园”，并以一文“香国海棠赋”赞美乐山，从此乐山

“海棠香国”之名遍传蜀地，香名之属留进志书。他还在
下观音庙的清泉旁立一碑“圣水潮音”，于是今中心城区
步行街口到下观音之间路段称“圣水街”。在乐九年，他
为乐山做的事很多，《嘉定府志》（同治版）在“政绩”一栏

里是这样表彰他的：“袁子让，郴州人，进士。万年中知
旧州凡九年，多惠政。比去，州士女数万人，泣送百里
外，以其清白，多持芋蔬以为饯”。估计志书有夸大的成
分，所谓数万人，应该不实，上世纪60年代中国6亿人
口，乐山城内的人也没上10万人，有资料表明，明万历
三十年全国人口5600万人，乐山城内的人可想而知。
至于“泣送百里”当然可能，因为他御嘉州任即转眉山，
这边送，那边迎，中间忽略，百里可数。但“持芋蔬以为
饯”，可见乐山老百姓是认同他的，你清政廉洁，芋头蔬
菜表达对你的尊重，这在乐山所有志书中所受表彰之官
都无此类似表述。

离开乐山去眉山任职，慕东坡之名，便召见士子，相约
为本方山水写文章，以续三苏遗韵。过后文章收齐刊印，取
名《眉山得士录》，并为之写序，于是，他的错误就此发生。

苏东坡，北宋文豪，其名光耀万丈，眉山人士，亦为
乐山人士。何以如此？盖因隋大业二年（606年）改嘉
州为眉州，次年改州为郡，废眉州。志书说：“改置眉山
郡，郡治龙游。”乐山当时称龙游县，过后的岁月，乐山与

眉山之间也如《三国演义》之开篇——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合则嘉州人士，分则眉州人士，但纵观历史，眉山属
嘉州时间长，即便古代称为眉州，多数时段其官衙也在乐
山，苏东坡终究也是历史上的乐山人士，但祖籍在河北。

苏稽之稽源于隋唐就
设苏稽戌。志书上讲“苏
稽，一名啟，隐于龙游之苏
山，山之趾有镇，以其姓氏
名，山有石室书台。”此段也
是志书抄录于南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里的。后来又
有苏轼祖先稽留于此一说，
又有东坡在此稽古之说。
总之说法很多，但稍为站得
住脚的还是志书所说，也就
是王象之所说。因为苏味
道在川的时间很短，他不可
能“稽留”于此。苏颋作为
益州督都府长史在唐代是
正三品，虽然他在四川呆的
时间长点，怎么可能“稽留”
那小乡镇？纵观东坡一生
的经历，他就两次经过乐
山，一次随父出川赶考，一
次扶父椁而回，更没有时间
在此“稽古”，因此，遵从志
书就好，不必乱“稽”。

东坡籍考

袁子让及其《眉山得士录》

苏稽之稽

苏颋不是苏味道

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 孙丽萍）记者从23日举行
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0上海书展暨“书
香中国”上海周将于8月12日至18日如期举办。为分
散人流，今年上海书展展览场地面积将首次扩展到2.6
万平方米，比往届增加10.8%。

据介绍，今年上海书展主会场依然设在上海展览
中心，此外将在上海、长三角城市和国内其他中心城
市开设约150个分会场。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说，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背景下，上海书展今年“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搭
建书展网上平台”，努力探索“线上线下同步、圈内圈
外共享的未来书展模式”。

据悉，为期一周的书展将举办“书香中国”阅读论
坛、上海国际文学周等众多活动。《革命者》《中国传
奇：浦东开发史》《长恨歌图》、韩松“轨道三部曲”等
重磅新书也将与读者见面。

2020上海书展
8月如期举办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史竞男）茅盾文学奖得主、
著名作家张炜新作《斑斓志》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该书聚焦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丰富曲折的人生，追
寻其生命轨迹，分7讲120余题解读苏东坡，是作家
多年苦研苏东坡心血之作。

“命运多舛的苏东坡，作为一个顽强抗争、百折不
挠的形象，屹立在历史尘烟之中。他以60余年的生
命，创立万卷诗章、三州功业等伟绩。”张炜表示，希望
通过融汇诗学、写作学、文学批评、作品鉴赏、历史钩
沉及社会思潮溯源等综合探究，力避俗见，揭示苏东
坡人性深处。

张炜是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著有《古船》《九月
寓言》《外省书》《你在高原》等长篇小说名作，并出版
《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读
诗经》4部古典诗学。

张炜新作《斑斓志》

“力避俗见”解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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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立眉山发迹碑记》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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