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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王阁志



程安东

滕王新阁今秋“重阳"落成，历时六载’，瑰伟

绝特之姿再现。首次编修的《滕王阁志》，三度春

秋，今冬问世，可喜可贺。

滕王阁，非一市之阁，一省之阁，乃中华民

族文化遗产中之瑰宝。这座江南名楼，自初唐

“滕王”李元婴创建至今，历经沧桑，迭废迭兴，

仅修建有文字可考者达28次之多，当今第29

次重建，诚国运昌隆之征。 ‘

．披阅自唐以来的各朝滕王阁重修之《记》，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乱世则废，治世则兴。’’

名阁之运，与国运相系，撰史修志之举亦然。当

今重建之阁，规模空前；同步编撰之《志》，实奉

民意。民国时期，无力建阁，1942年杨绰庵虽主

编了《滕王阁考初编》，尚不得列入志书之列。这

部创编的《滕王阁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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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古今为j卷，览兴废于须臾"，堪称滕阁大观

而不为过。

在《滕王阁志》的编撰过程中，编撰者花费
了大量心血；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此《志》之成，可以说是集体力量
的体现和结晶。当然，既是首次编撰，不妥之处

难免，尚祈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再版之时予以补

正。

屡受撰者嘱托，情难推却，书此片言，权以

为再o

198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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庳 一
}J 一

蒋 仲 平：

“百里豫章城，千里滕王阁。，，
‘

，凡是读过书的中国人，没有谁不晓得王勃

的《滕王阁序》；凡是读过《滕王阁序》的，没有谁

不向往滕王阁。南昌有滕王阁，一省之徽；犹如

北京有天安门，一国之徽，但可惜，在民国军阀

时代，自遭兵燹后半个世纪里，该阁遂变为瓦砾

场，空有其名，令觅迹寻根者，空遗惆怅而去。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诞生后，理所当然要补

上这历史的缺页。

先是梁思成先生制作草图，后是邵式平省

长运筹帷幄。从奠基到竣工，我们三届市政府不

过实施了前人的遗命而已。
“

重建滕王阁，新修《滕王阁志》，这是省、市

政府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办的两件实事。汉代思

想家王充说过：“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
3



"时代发展到20世纪90年

两句，叫“知中而不知外谓

中谓之忘祖"。

万国佳宾，以一登为快。登

上如此瑰伟绝特之滕王阁，君何所见?君何所

思?改革开放数载，凭添高楼百座，霓虹不夜天；

三桥飞架，一江两岸新城相望；沿江大道，铺筑

锦绣前程，众所共见。民富我喜，民怨我忧，我之

所思。任职一方，理应为人民多办实事，以不辜
负南昌这片“物华天宝"地、“人杰地灵”乡，落霞

孤鹜景，秋水长天色，而深以为有幸，是为序。
．+ 1993年2月1 0日



三、本志书内容融汇古今，详记当代重建。第一、二章主记自

唐至民国时期的滕阁，第三、四章专记当代滕阁。本志上限追溯

。 到滕王阁创建之年，下限定于1989年10月8日——新阁落成

大典之日。

·四、纪年方法。明清以远，用帝王年号纪年；民国时期，用民

国纪年，均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

五、书中所载计量单位，系用各个时代实际使用计量单位，

尽可能折算成现已施行的公制，夹注于括号内。

六、旧记无标点，均已标点。

七、所涉及诗文作者，因政治背景复杂，未予评介。旧记中污

蔑农民起义词语，未予注释或删节，保持原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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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滕王阁，旧址在南昌城西章江门、广润门外赣江之滨。它背

城临江，面对西山，与肖峰，缑岭、双岭、葛仙岭、安峰，梅岭、桃花

岭、梦山、吴城山互为对景。俯瞰阁之东南，东湖、西湖星罗棋布

于市区。北通鄱湖，湖光千里。滕王阁瑰伟绝特，层台耸翠，上出

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临观之美，令人神驰。它与黄鹤楼、岳

阳楼并称为我国著名的江南三大名楼，素有“西江第一楼”之誉。

滕王阁始建于唐高祖之子李元婴为洪州刺史之时。。初唐四

杰”之一的王勃，省亲过此，即席写下不朽名篇《宴滕王阁序》，加

之历代文人的诗词，使滕王阁蜚声四海，天下皆知。此后，慕其名

者、闻其声者、往来观望者不绝于途。古时吉水李邦华说过，吴有

凤凰、雨花之台，楚有黄鹤、岳阳之楼，豫章则有滕王阁，从古不

废，以观民寄乐，实为西江第一观。所以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有“江

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的赞语；明人曹学俭则说

。百里豫章城，千里滕王阁”。清人吕宫在《重修滕王阁序》中写

道：“洪都为江右名区，其山川之瑰丽甲于天下，而帝子阁尤揽其

胜。”自清代最后一次重建的滕王阁毁于1926年后，半个世纪的

重建夙愿，终于在1989年重阳节实现了。

， 滕王阁作为盛唐文化的产物，已成为灿烂文化古城南昌的

象征。

自唐至清，旧址上均有楼馆之设。官吏学士，附丽风雅，迎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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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往，常于此宴饯和应景酬唱。留下了众多名人的题咏、楹联、诗

词，它们点缀古迹，资助游兴，是滕王阁游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第一节 阁名由来

明代方志学家曹学俭著《名胜志》载：“阁成而滕王之封适

至，因以名之。”此后，关于膨王阁的始建年代和阁名的由来，便

成了史学家争论之题。
’

有关滕王阁始建年代，概括起来有三种说法：

一为显庆四年(659年)说。明代新建县乡土名人陈弘绪著

《江城名迹记》载：“滕王阁，在府城西，临章江，唐显庆四年，滕王

元婴都督洪州时建。”嗣后，邹维琏的《重修滕王阁记》，白潢的

《西江志》、谢曼的《江西通志》以及《南昌府志》、《新建县志》皆因

袭其说，认为滕王阁始建系于公元659年，即唐高宗李治显庆四

年。陈弘绪这一说法显然是错的。

二为“阁成而滕王之封适至”说。这一派的代表是曹学俭。

但他没有明确说哪一年封的滕王，而李元婴只封过一回滕王，封

王的时间是公元639年(贞观十三年)，封王的地点也不在洪州，

所以，曹学俭的说法实际上把滕王阁建阁错前了20年。后来

《江西通志》沿袭曹学俭的说法，改说成“落成之日，诏封滕王，

因名为滕王阁”。但曹学俭和《江西通志》都没有举出阁名由来

的依据。清朝人朱銮《江城旧事》驳斥了曹学俭的说法，后来刘

坤一、曾作舟、刘于浔、魏元旷、辛际周、杨绰庵都据《唐书》，否定

了曹学俭的说法。 ．

’

三为永徽四年(653年)说。这一说法散见于下列各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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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韦悫《重建滕王阁记》：。考寻结构之始，盖自永徽后时，

滕王作苏州(一说金州)刺史转洪州都督之所营建也。” ．

唐·刘晌《唐书》卷七十九载；。滕王元婴，贞观十三年始

王，实封干户，为金州刺史，骄纵失度。⋯⋯久之，迁洪州都督。

⋯⋯后坐法削户及亲事帐内之半，谪置滁州。起授寿州刺史。徙

隆州，复不循法。⋯⋯武后时，进拜开府仪同三司，梁州都督。”

《旧唐书·李元婴传》记：“永徽三年(652年)迁苏州刺史，

寻转洪州都督，又数犯宪章，削邑户及亲事帐内之事，于滁州安

置。” ：
。

+

． 《滕阁脞谭》记：“阁为唐滕王李元婴都督洪州时所建，盖游

观之所也。创建之年代，难可考定。然检《旧唐书》元婴传。督洪

事在永徽三年或四年间，其谪置滁州史，不详时日。故以何年去

洪州，则无从确断。永徽六年，云后时者，当是三年以后事、大中

上距永徽：不过二百年，其说或可据。明曹学俭《名胜志》定之显

庆四年，未审何所本也。”．
’

《唐书·太宗本纪》记：“贞观十三年(639年)。己亥六月丙

申。封皇弟元婴为滕王。” j。

． 《江城旧事》记：“元婴值贞观十三年始封滕王，实封干户。为

金州刺史。二十三年，太宗丧。王集官属，燕饮歌舞。又从民借

狗求置，高宗以书切责。为署下上考。又久之，迁洪州都督，计

以三载。考绩之例，即署下上考而又久之始迁。则永徽三年前，

(滕)王当在金州，其四、五年或迁洪州都督，则建阁当在此时。

韦、虞诸人之记信矣。丹 ⋯ 二

陈文烛《重修滕王阁记》记：“滕王阁者，唐高祖之子元婴建

也。永徽中都督洪州，工书画，妙音律，喜蝴蝶，选芳渚游，乘青雀

舸，极亭榭歌舞之胜，以王而名阁，系封于地也。” ，

朱銮《江城IEl事》记：“(元婴)在洪州以骄淫坐法，削户，谪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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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起授寿州刺史，徙隆州。《阆苑记》及《方舆胜览》并云(滕)

王刺隆州时，宏修衙字。名日‘隆苑’(后改阆苑)，建有‘滕王亭，。

是滕王在洪州建阁，在隆州建亭，均以滕王名，非其因封至始

名。”韦悫和刘晌都是唐人，相距元婴建阁和谢世才一二百年。

他们写的《记》和《传》当属可信。《太宗本纪》关于唐王朝册封亲

属子弟，是贞观十三年的事。正史也多有记载。总不至于贞观十

三年封的滕王，诏书会迟至二十年后才送来洪州?可见，曹学俭

的说法经不起推敲。

李元婴作为帝子封为睃王，到洪州来作都督。在唐代，洪州

弓l为光宠。唐初都督一职，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上都督以亲王

任之，作为控驭的封疆大吏，加之他是皇帝之子，人们以他的封

号称呼所建之物，合情合理。所以，在隆州(阆州)建亭，当地人呼

为滕王亭；在洪州建阁，人们称滕王阁，不为别因，仅仅因为此阁

是滕王所建罢了。 ～

：t·

．
j ’

， 第二节 滕阁规模 ．．

滕王阁创建于永徽四年(653年)，过了二十二年，即上元二

年(6'75年)，王勃到南昌留下文字，因此，滕王阁见于文献记载，

最早要算王勃的《滕王阁序》。宋《宣和画谱》记载，晚唐李升曾画

过水墨《滕王阁宴会图》，卫贤也曾画过《滕王阁图景》，均已佚。

所以，唐阁的规模只有从王勃的诗文中了解。《滕王阁序》云“层

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

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虽属文学描叙，大致可以想象出：

唐阁始建于江滨高冈，踞丘临江，碧瓦丹柱，雕梁画栋，屋脊华

美，阁门精镂，整个高阁雄浑壮观，一派大唐风范。极景之奇，便

4 ．



是王勃所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

一●

一、建制
。 。

唐贞元六年(790年)王仲舒第一次重修，已无史料考证其

规模。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王仲舒第二次重修，有韩愈《新修

滕王阁记》可考。这次阁的基地，东西长七丈五(23．325米)。南

北阔八丈(24．88米)，阁高四丈六(14．306米)，包括了底层高一

丈二，二层高一丈，中柱上通屋脊二丈四。东西设房间六间，阁址

东西长七丈五。
· 唐大中二年(848年)由纥干众重修的这一次，韦悫有《重建

滕王阁记》。韦悫说：“背郛郭不二百步，有巨阁称滕王阁者”。这

次重修一改过去仅有主楼的建筑样式，增设了附属建筑若干。阁

址南北阔九丈-'(28．612米)，阁高六丈(18．66米)，包括了底层

高一丈四，二层高一丈三，中柱上通屋脊三丈三。阁址东西长八

丈六(26．746米)，设房七间，另增构了厅轩楼榭，江亭津馆等附

属建筑。它大致有如下功能：一、上元观灯，二、春日赏花；三、夏

日纳凉；四，重九登高，五、冬日赏雪；六、阁中品茶；七，聚餐饮

酒；八、听琴观画。正所谓“则是阁也，冠八郡风俗之最，包四时物

候之异。春之日则花景斗新，香风袭人，凭高送归，极目荡神；夏

之日则鹦舌变瞬，叶阴如栋，纨扇罢摇，绮窗堪梦；秋之日则露

白山青，当轩展屏，凉风远来，沉醉易醒I冬之日则檐外雪满，幄

中秀暖，耐举樽晕，好听歌管；则斯阁之盛，纵游之美，赏心乐事，

庸可既乎。 ．

，

宋阁是历代修建中最为华丽的。宋大观二年(1108年)重修

的滕王阁，东西长十六丈余(49米)，阁阔七丈三(22．1184米)，

阁高三丈／k(11．6米)。范致虚在《记》中载：。为屋广八筵(《考工

记》注，一筵等于九尺)。修十八筵有奇．崇三十有八尺，广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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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尺，增高十之一。南北因城以为庑，夹以二亭，南溯大江之雄

日压江，北擅西山之秀日挹翠。堂皇之峻，丹腹之华，至者观骇。”

宋阁的雄姿我们能在《滕王阁图》(明项氏天籁阁旧藏宋人

画)中得到印证。宋阁的建筑风格趋向华丽和灿烂，主阁的周围． 。

设以较低的建筑，拥簇中央高耸的殿阁，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主

阁的中央部分往往在十字形歇山顶下再加一层檐，与下部的抱

厦、腰檐、平座、栏杆等相结合，组合成富于变化的外观。在纵深

布局上，主要殿堂左右，往往以挟屋与朵殿烘托中央主体建筑的

重要性。宋阁分三层，飞檐与楼顶，均覆盖绿色琉璃筒瓦。飞檐

尖端饰以龙凤、昂首翘尾似欲腾空而去，飞檐与屋顶用伞形架传

载荷重。三层楼檐皆用“如意’’斗拱层叠相衬，拱托楼顶。一、二

层有回廊，回廊上有雕栏。下有台阶，可拾级而上。第三层为假

楼，人不能登。阁下有基，因势为宅，并有假山、树木掩映其间。

阁入元代，重修过二次。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所修阁

之规模，。始为重屋，大其故制之善九(一酉等于一沟瓦)，楹飞升
显，即深以五筵，崇以七寻(一寻等于八尺)”。即元阁比宋阁旧址

还增大九沟瓦，深度合计有四丈五(13．824米)，高度合计为五

丈六(15．2352米)，所以“楹飞升显”，十分壮观。元统二年(1334

年)所重修的规模，“阁之崇为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而广倍

之一。即元统二年之阁高有13．517米，深有27米。现存的元画

《滕王阁图》，能见到斗拱雄大硕健，曲线刚劲有力。细部手法简

洁朴实，雕饰较少，从而区别于宋阁的建筑风格。虞集《滕王阁》

诗：“天寒江阁立苍茫，百尺阑干送夕阳。岁久鱼龙非故物，春深

蛱蝶是何王。帆樯星斗通南极，车盖风云拥豫章。灯火夜归湖上 ，

雨，隔邻呼酒说干将。”是描写元阁景观的妙句。
”

阁入明代，先是吴润修迎恩馆，规模不详。嗣后，在景泰三年

(1452年)，迎恩馆毁于火。当年，姑苏韩雍任都察院佥都御吏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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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江右，在迎恩馆旧址上重修斯阁，取韩愈文章之意，易名。西江

第一楼”。陈循的《重新迎恩馆记》写到它的规模“有堂有楼，堂高

逾二十尺(6．66米)，而楼又逾其半，宏深伟丽，庶几昔之所谓阁

者。”信州李奎的《西江第一楼记》也印证了它的规模宏丽：。因阁

旧址筑而广之，复砌以石，得遗屋之在官者移竖其上，高三丈(9．

99米)，广可布席坐百人。宏敞壮丽，卓冠远迩，因以西江第一楼

揭其匾。”同时代的江西人，侍郎泰和萧镦写有《西江第一楼记》，

学士吉水刘俨所撰《西江第一楼记》，均记有登览的观感。南昌其

时为十三郡之都会，凡朝廷“恩命”下达江西，首先于阁内拜受，

而后颁于郡县。所以刘俨写道：。夫物以第一名者，在一乡必一乡

之同其类者莫能加，在一国必一国之同其类者莫能加，在天下必

天下之同类者莫能加。有能加焉，则不得称为第一矣。⋯⋯皆极

一时人物之选。是故据得其地，主得其人，用得其大，而楼又壮丽

宏杰，屹然特立于章江之上，盖信乎极江西莫之能加。”故称西江

第一楼。成化四年(1468年)，翁世资重修之阁，阁高32尺(9．95

米)，广64尺(19．904米)，深42尺(13．062米)，阁前增建厅堂，

以迎送宾客，堂左右建膳房和浴室，阁后建观宇，安置老子神位。

四周辟回廊，规模益壮。到了明嘉靖五年，陈洪谟重建时，周垣扩

到最大，长74尺(23．014米)，阁内设间最多，计三十有二，阁高

42尺(13．062米)，大门移前耸立。阁后建祠堂，祠文文山(文天

祥)和谢叠山(谢枋得)。这些高低建筑之间均以廓庑相联相通，、

组成园林式的建筑群。 。

明代王佐、王在晋、解石帆的三次重建，阁虽瑰丽，但规模不

见记载。其中，解石帆重建的滕王阁规模最为宏伟，并于阁侧增

建环漪楼，别有风韵。环漪楼为两层，二楹(堂前柱日楹)，精致小

巧，专供文人雅集结社的场所。解石帆在《滕王阁记》里描绘它的

景观：‘‘或散霞成绮而宜晴，或山色空蒙而宜雨，或千岩竞秀而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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