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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楹 联 是 汉 语 言 对 句

艺术、民俗文化、书法艺

术与制作技艺四大要素

相结合的产物，其中蕴含

的道德教诲、人生哲理、

家国情怀等，对于传承和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着

积极的作用。秦州大地

人文历史深厚，古今名人

在亭台楼阁等多处留下

许多为当地山水增色的

楹联。在这里，让我们共

同追溯这些精彩楹联里

的秦州记忆。

“道开天地先，一画古称文字祖；城历岁

时久，万山都近圣人居。”陇东近代学者慕寿

祺 为 伏 羲 庙 题 写 的 这 副 楹 联 ，虚 实 结 合 ，上

联所述为一画开天的“三皇之首”伏羲氏，下

联 则 写 出 了 伏 羲 的 诞 生 地 和 伏 羲 文 化 的 发

祥地——秦州。

天水，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漫长的历史

演变，形成了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三国古战

场文化等人文景观，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

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祭祖之地，正如当代天

水联家马永慎题伏羲庙先天殿中门联所写：

“桑梓千秋崇圣祀；衣冠万国拜神州”。

伏羲庙，位于天水市秦州区，又名“太昊

宫”，俗称“人宗庙”，是一座专门祭祀中华人文

始祖太昊伏羲氏的明代宗庙建筑群。现存建

筑建于明成化十九年（公元 1483 年），是目前

我国保存最为完整、建筑年代最早的祭祀伏羲

氏的庙宇，其建筑群呈宫殿式建筑模式，整个

建筑群坐北朝南，牌坊、宫门、仪门、先天殿、太

极殿沿纵轴线依次排列，层层推进，庄严雄伟，

并有碑廊、钟鼓楼等多处建筑，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因其周围皆是明清和民国时期

的民居建筑群落，便有了慕寿祺联中的“万山

都近圣人居”之说。

“当鸿蒙其未辟，成纪有圣人焉，俯察仰

观，鸟兽山泽呈易象；泄天地之蕴密，渭滨集至

德矣，开物成务，神龙华夏启文明。”这副悬挂

于伏羲庙先天殿的楹联，由当代天水联家张举

鹏所撰，联中“俯察仰观”“开物成务”，出自《周

易·系辞》，即仰观天文、俯察地理、通晓万物之

意。联语引经据典，道出了伏羲氏开天辟地的

卓越贡献。

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今天水一带）。正如

张举鹏联语所述，伏羲开启了中华文明史，画

八卦、结网罟、取火种、兴嫁娶、造书契、创乐

器，被尊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

“间推象数，先天探始；欲访龙图，后世问

津。”“不缘八卦开神钥；谁为三才泄密藏。”伏

羲庙内悬挂的这些集前人诗句的楹联，均叙说

和歌颂着伏羲氏“一画开天”对中华文明的贡

献。《周易·系辞下》有载：“古者包羲氏之王天

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

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虽然

只有简单的八个符号，却包含着“对立统一”的

思想。天水市楹联学会成立时，中国楹联学会

在贺信中指出，“伏羲首创八卦，以八卦两爻相

互对仗的形态，揭示了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

令‘对称之美’由此深入人心，传承千载，也为

对联艺术的诞生奠定了哲学根基。”2017 年，

伏羲庙被中国楹联学会授予“中国对仗理论发

源地”。

秦州地理险要，位置独特，是人才辈出的

风云汇聚之地。三国时期，此地处于蜀魏交锋

的前沿，诸葛亮出祁山、失街亭、收姜维、射张

郃等事件均发生于这一带。张举鹏曾有一联

“羽扇话风流，连营遥对祁山堡；笙歌当盛世，

古郡犹闻梁甫吟”。上下联古今对照，衬托出

安乐祥和的盛世之景。而此联所题，正是位于

秦州区藉河南路的诸葛军垒。诸葛军垒，古秦

州八景之一，相传诸葛亮北伐之时，恐将士异

地水土不服，令士兵各带一包蜀地之土。将士

至天水后觉水土与蜀地无异，遂将所带之土倾

倒于天水城东门外，成一丈八土丘。后诸葛亮

常于土墩上布兵点将，便有此名。

天水市南郊文山山麓，有一座西汉名将李

广的“衣冠冢”。墓冢以石砌成，葬有李广宝剑

衣物等。墓前存有汉代石兽石马，造型生动，

故当地有石马坪之名。墓碑前祭亭为三间悬

山顶，中间悬挂清末天水人贾缵绪联“虎卧沙

场，射石昔曾传没羽；鹤归华表，树碑今再赋招

魂。”“射石”“没羽”即“李广射虎”之典故。而

在秦州西关古城内的“飞将巷”，还有其故居

“汉将军府”。

天水秦州景色秀美，人杰地灵、历史悠久，

是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入耳只

流泉，正蝉噪鸟鸣，坐石不闻人语响；凭高瞻远

目，当山低树小，倚栏惟见陇云飞。”这片清泉

潺潺、鸟语花香、如诗如画的地方，便是“陇南

文宗”、清末秦州人任其昌笔下的玉泉观。

玉泉观，位于秦州区城北天靖山脚，因元

代秦州教谕梁公弼建寺时吟有“山寺北郊，名

山玉泉”之句而得名。秦州八景之一的“玉泉

仙洞”便位于此。任其昌之子任承允题有玉泉

观神仙洞联，“山影一碧沉，时若有冥冥烟，潇

潇雨；神居万象备，隐然在阴阴洞，高高天”，足

可一窥灵秀之景。

任其昌，字士言。同治十一年（公元 1872

年）受邀入天水书院主山长席，后入陇南书院，

执教 30 余年，天水近代名流如清光绪时内阁

学士兼工部侍郎刘永亨、礼部主事丁秉乾、翰

林哈锐、刑部主事杨润身等人皆受其所教，被

誉为“陇南文宗”。任其昌“天资高近，博闻强

识”，其逝世后，乡人私谥“文介”，辟伏羲庙来

鹤亭为任文介公祠，其学生哈锐所题来鹤亭联

“黛色参天有老柏；黄花满地建新祠”所述即是

此事。

哈锐，字蜕庵，当地人敬称“哈翰林公”，今

秦州区澄源巷 13、17 和 42 号院落为其故居。

哈锐亦有挽老师任其昌联，感情真挚，字里行

间皆是弟子对师长的崇敬之情和缅怀之意。

1941 年，伏羲庙旁任其昌故居所在的南巷子

改名为“士言巷”，以示追念。

任其昌长子任承允，曾有题南郭寺杜少陵

祠联，“西天影高，擅天水梵刹之胜，其旁更添设

亭榭，待游客来时，再赏万古泉声，四围山色；南

郭名久，传杜陵旅寓之年，至今又几阅沧桑，问诗

人何在，空剩一庭老树，三径秋花。”

南郭寺，陇右第一名刹，据载南郭寺在唐

代已具相当规模，为历代诗人墨客览胜之地。

诗人杜甫于公元 759 年流寓秦州时，写下“山

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

邑传”等百余首诗歌。寺内有天王殿、钟鼓楼、

杜少陵祠、北流泉等建筑名胜，天水八景之一

“南山古柏”，黛色参天，虬枝冲霄，正是杜诗和

任联中的老树。

“苍莽万重山，塞草纵横，此地至今余虎

气 ；曲 盘 千 载 树 ，诗 声 磨 荡 ，空 庭 彻 夜 作 龙

吟 。”光 绪 三 十 年 进 士 许 承 尧 题 写 南 郭 寺 山

门 的 这 副 联 ，与 任 承 允 联 有 异 曲 同 工 之 妙 ，

不仅描写了优美的景色，也写到了饱经沧桑

的 千 年 古 树 和 流 寓 秦 州 的 杜 甫 ，意 境 饱 满 ，

借景抒情。

“我新从蜀道归来，登木皮岭，涉水会渡，

缅 遗 诗 宛 然 ，恨 当 年 冲 要 难 留 ，怅 对 落 日 晴

空，长想二十章过客；公曾在秦州流寓，寻东

柯谷，访西枝村，问游踪遍是，似此地峰崖更

好，何时牵藤补竹，重招千余年羁魂。”哈锐这

副题南郭寺杜少陵祠联，更是洋洋洒洒，从自

身经历出发，对照古今，回顾了杜甫当年之经

历，似一幅“导游图”，引人一览“少陵野老”之

秦州历程。

杜少陵祠内悬有清代谢威凤一联“陇头圆

月吟怀朗；蜀道秋风老泪多”。祠内还有明代秦

州知州傅鼐于成化十九年主持镌刻的“老杜秦州

杂诗碑”，旁边便是著名的“二妙轩碑”。

“二妙轩碑”，清顺治年间由时任陇西道佥

事宋琬选杜甫流寓秦州诗作 60 首，集王羲之

等古人字，刻石 34 块置于玉泉观。后因战乱，

下落不明。1997 年，南郭寺建立“诗圣碑林”，

将清代“二妙轩碑”拓本重新刻石。

秦州文脉绵长，传承有序，是文化底蕴深

厚的历史名城。任其昌曾有集句联题写秦州

陇南书院，“有民人焉，可与共学；非吾徒也，不

得其门。”陇南书院由董文涣于光绪二年创立，

并撰《创建陇南书院碑记》及《陇南书院落成示

同舍诸生诗》。任其昌正是受董文涣敦请担任

首任山长，二十多年后，任承允接替父亲任其

昌继续担任山长。陇南书院几经易名，经州中

学堂、甘南中学堂、陇南中学堂等后，现存于天

水市秦州区，为秦州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与“父子山长”同为佳话的，是“父子乡贤”

胡来缙、胡忻父子。在陇南书院的隔壁，便是

胡忻故居——北宅子。

胡 忻 ，字 慕 之 ，秦 州 人 ，官 居 太 常 寺 少

卿 ，代 理 正 卿 。 胡 忻 曾 多 次 直 言 上 奏 ，被 赞

誉 为“ 北 海 瑞 ”。 胡 忻 所 居“ 北 宅 子 ”（官 称

“太常第”），内有一联“一请诒百世孙谋，阴

行 善 且 畏 人 知 ，乐 府 新 声 裁 玉 笛 ；选 疏 苏 十

年 矿 累 ，焚 谏 草 不 彰 君 过 ，沙 堤 旧 迹 印 金

镛 ”。 联 中“ 一 请 ”“ 选 疏 ”等 指 其 任 上 所 谏

《请竣大工罢冗役疏》《极谏矿累乞免包疏》，

上 书 请 奏 有 关 陵 寝 、河 工 等 方 面 舞 弊 行 为 ，

减免秦州矿税等事。

胡忻之父胡来缙，字仲章，号东泉。为官

清苦自律，勤勉供职，秉公办事。其故居“南宅

子”前院正厅“立言堂”悬有明代诗人、书法家

胡应麟所撰楹联，“立德立功，教之以敬；言忠

言孝，尊其所闻”。

南北宅子建筑规整，保存完好，距今 400

余年，是西北地区唯一现存的明代品官府第，

有“陇上第一民居”之美誉。著名文物、古建专

家罗哲文称它是“甘肃省唯一的也是全国罕见

的具有典型明代建筑风格的古民居建筑宅院

群”。两处宅院的建筑布局、结构形制、屋顶脊

饰、砖木雕刻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较高

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群英荟萃的人文故

事和蔚为壮观的历史遗迹交相辉映，共同造就

了充满诗意的天水。

□ 吴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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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庙 省文旅厅供图

麦积山麦积山 天水市融媒体中心供图天水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纪信祠一角 天水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南郭寺 省文旅厅供图

南宅子槐荫院 王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