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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言

寒意料峭的初春，幽香清远的梅花已横斜疏影、透露芳，心。 又见超山游人鳞

集、结抉相连，几成闹市。 与无锡梅同、苏州邓尉并称江南三大观梅胜地的超

山，以梅之"古、广、奇"久负盛名 。 无锡的梅同原先是桃同，民同初年被荣氏

购得后改植梅花，同不及邓尉广。 而邓尉其地早先也没有什么名声，山又不高，

梅花不过数里，只是康熙时一位叫宋辈的巡抚，题写"香雪海" 三字于崖壁，

肇锡以至嘉名 。 自然该两处梅花与余杭超山的"十里梅花香雪诲"相比要逊色

多了 。

塘辆是典型的江南水乡，运河帆楠，桑麻平畴，镇南数里赫然屹立着超山 。

旧志以其超然于息亭 、 黄鹤之外而名，所以亦名超然山 。 超山种植梅花的历史可

谓久远，早在五代后晋时，当地已栽植梅花。 传说大诗人苏东坡在杭州为官时，

特地从孤山将数百梅树移植过来。 南宋时梅花增多，戚淳 <<11伍安志》 载有石人、

石鱼、石笋，可见有了些名声。 到了清光绪年间，超山还有宋梅百余株，环山十

余里一片梅海沟胜棱棱花堂堂"。 自称"嗜梅者"的林琴南于 1899 年游超山

观梅花后，大为惊叹以生平所见梅花，感不如此之多且盛也。"过了三十多

年，天游化人康有为来游，见"山下卅里皆梅花，无虑百万树，过于邓尉。 再粤

冈洞梅花亦廿里，安得有宋梅? 此地有宋梅一株，老阅兴亡，超然人世，抚之增

感。 且花为六出，尤为异种。"不禁触景生情，欣然命笔超山山下报慈寺，

卅里梅花百万树。 漫野夹溪似飞雪，正在影横枝国1碍路。 身入群玉山中行，梦人众

香同土依。 FI飞百亿战败飞，败鳞残甲蔽云雾。 邓尉称海应大惭，螺冈有洞不足

奇……超山梅下超人世，明日骑龙腾紫炯。"又过了十多年，当富阳郁达夫来时，

"梅干极粗极大，枝又离披四散，五步一丛，十步一版，每个梅林，总有千株内

外; 一株的花朵，又有万颗左右，故而开的时候，香气传到十里之外的临平山

麓。 登高远望下来，自然成一个雪海" 。 一一罗列，让我们更是见证了超山梅花

文化的历史脉动。

冬雪雾后，花益奇丽，过于他处梅花。 塘柄名流钱庚、吴娘、姚济人等为纪

其胜，曾于 1932 年乞海内名流词坛风雅，不吝珠玉宠锡篇章征题超山梅花

诗集，海内营宿康有为、曾熙、周梦坡、徐坷等纷纷发为诗古文辞，一时超山梅

花哄传遐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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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山赏梅谢伟洪 / 才是

届 IJI 打 工气峰，左为天门 111 ，叶 l为跌倒老虎山， 1Î为龟山，而且前后，均千行[胜

迹I足[已.1述 拧有登高之〉兴飞， î俯厨径而上.路势盘纤 附途经"卡1-/八L迫吞蕉弯

泣'如如1入仙境《一 丁下.二 门-余级石阶，每级布阶，占剖部lí能发I现见先抨的足迹 拾级盘

旋使;是圣 1届回山峰幸 不见f危邑;轩tt占卉L斗斗;f. 山峭i口1喷' 山j垣直幽静' 林|山阴自们丁扑 I面E面i ， n眼民帘巾只兑梅J花￡奇平石1 ， 王耳~U1畔、丰卡

H时'Jï户问1咱d鸟雀啼鸣 让人喜1执欢久'^这里的居然，喜欢这里的天籁

在上届峰，龟、蛇、马骸~肯山皆如朝伏，日J然有超山崛赳之势 其间有天

门，多句'峰怪石，若虎腑，如缸陀，似想鹰，像存7年，无不肖似 从屈山俯视，

1ft且lfJtlJJi ，仿佛面面I川镜|快衅，涵虚?昆清。 而钱YJ:如l线、两湖如珠，都被j主离的

协15笼罩，就像一幅水~~ L<:卷 山阳有海 '&1同等胜迹足述 山藏甘于寺，佛教文

化、 ill教文化浸染其rll ，命组副茧的气氛，充满玄也机妙的毛境，空灵静寂，消

前JCr+ï- 不过游届山拌，大fL赏悔者为众

到屈山赏梅， (1 然仰占xhl赏 "J汗梅"和"宋悔" 浮于耳闻前的邢株店悔，铁

|工业L枝，如11如彤日，相传是从元初义士唐玉潜塘柄故居移来的 大明堂外邢株传

LiY宋梢的， rlh屈苍劲，花瓣六H ~ ，不像一般的化'"/，， :-11 为贵"是说也，此为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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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梅花之奇处

棉花花J的既异，花月二花?在为WJ不辰，、气然须及rJJ1策赏它做工区报春的信息，背

n'J掠梢亦称探春 :!t rJ 'J暖风入林，红英绿哼，柑问万茧，游人熙熙攘捷，呈现-

0的探非|苓l 八 1-余年前正月~天，邢位也 IS能画的辛趾姚虞琴j墨 J爱说赳1困山梅花

之盛， YT:~执年、周梦坡、王绥珊i 、钱泊;存的公闻而 1!'J 1.上，遂约问坦山访问，载酒

探春 在 IfU 香T楼前，见楼|市环植~悔树卡本， 11 1 有一树愤斜，交枝草地，皮

类龟鳞 ， r在花斑驳作 lT绿， ifb戈六 Hi ，传是宋梅，且色浅练.附芹浮动 众人不

禁f1Hluli包下，恍'R众干年同巾，不胜望占逅集之思，相约在只好a造-[$亭子，以

张韵 'JT. rlJ--子不久建成了.使以"宋ftf' 为其名 阴根石柱唱着飞檐 Pll角攒尖

顶， L:~~~民瓦全11 pì阿大家安占吴n硕绘宋梅小彤，并制úì~之 挑!莫琴、周

梦坡、五绞珊等分另IJ作植联销刻于石柱之上J 周梦I皮联二二: .. ' -jf)1\ u句号绿花同联梓

屈 ; JYE尴 111冬青树共阅兴r" 吴 in1硕的更绝，以石鼓文可就，其tfT为鸣鹤

及来tvl:IL乎于当7阴在玉妃舞夜;讲龙何处去有萝缘挂月石虎l胧秋"语'r IJ 占陷深沉，

道尽们也山梅花之精气神，以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rJ，Jï'IIJ ':]空间机|衔接相衍

化， tAi:陈文化的诗化感觉

u*梅亭"耐风蘸雨U经近一个 111'纪了，建亭者也一一句鹤两丘，然而承受

了 IJj1:之神诏|喻的精神文化，终究使人难以忘怀jt. (j觉发扬光大 不是吗?为恢

复" I-!Il梅花香号海"的!险境，余杭Ix~x ，t超山进行综合格价保护，扩大眉山梅花

和1 1怕 1m积，梅树增至五万余株、问 n余个品种，其种植面积之广、观赏价值之

l:1. 站飞利(全国之汁 。 现茧'超 JJ 1 " l' ~巳梅花香雪悔"和散部Jt问的人为杰作，感觉

人 ' .j 1' 1 然的手fIì且会处于天人合一的化景 liú'f会对它产生→乖1 1全新的诠释 ， l~.: 

'1 ~一利1 与rJJ也1ill的敷衍

3 



超山历史文化丛书 超山史话

、超然天籁

塘栖 FI 明代形成集镇以来，四乡富户聚居，外籍客商云集，蔚成水乡大镇。

地理位置又占天时，得地利，土壤宜植桑麻蔬果 。 四周山明水秀，名胜古迹遍

布，尤其十里梅海之超山，奇峰巍峭，赫然屹立于桑禾平畴之上。

明清以及近代文人雅士来游者颇众，以超山为题咏，留下许多名诗佳文，或

梅花、或奇石、或故里、或遗踪 让人惊叹这里真是人杰地灵、文化璀琛。

江南佳丽自华年

余杭超山风景名胜区以原超山乡、丁河乡地域为主。

唐之前，超山属钱塘县，乡里名称无考。 五代后梁龙德二年 (922 年) ，划钱

塘、盐官两县地各半及富春之长乐、安吉乡置钱江县，超山属钱江县之肇元乡 。

北宋太平兴同四年 (979 年) ，改钱江县为仁和l县，超山属仁和县肇元乡永和里。

南宋时，肇元乡辖永和、募善、长兴、升平四里，超山仍属永和里。 明万历问，

永和里改为永和乡，辖华严、保林、平湖、义和四里，周三十六里，超山属之。

民同时，先属五都区，杭县区乡编制改制后，塘栖镇及超山、丁河乡届五四区。

据 1987 年余杭县地名委员会编印的《余杭县地名志》载，超山乡位于县境之

东，其四邻乡:东交小林，西接宏晴、沾驾桥南界崇贤 北为塘柄镇。 乡以境

内超山得名 。 清光绪《唐柄志》载超山在仁和l县东北六卡里，高三 1-七丈，

周二卡里，其山超然出于泉亭、黄鹤之外，故名 。"驻地接坝桥，东距县泊临平

镇 9 千米 。 新中同成立初依旧称超山乡 。 1956 年向超山乡、泰山乡和东家桥乡

的蓬坞、孟儿坞、早山坞、龟山西、龟山东、庵前、跌马桥，柴家坞乡的安家

角、坞儿吟、金家湾、柴家坞、钱家角、姚家湾，以及大安乡所属姚家湾村桥南

合并称超山乡 。 1958 年称塘柄人民公杜超山管理区， 1961 年，该管理区从塘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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