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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墟稽古

古吴墟——梅里

大约在三千多年前，居住在泾水、渭水一带(今陕西

歧山)的姬姓部落，正处于古公室父(周太王)强有力的统

治下，渐渐兴盛起来。在夺取商朝统治权的问题上，父子

间发生了分歧。古公直父的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兄弟俩

反对父亲的旨意，而三子季历及孙子姬昌却没有表示异

议。古公室父恼怒长、次两儿的违悖，气的生了病，并在

盛怒之下，决定把继承权传给季历再传姬昌。

为了成全父亲的意愿，泰伯和仲雍假去终南山采药

以治父病为名，各带马夫，烈马往东潜行。他们跋山涉

水，历尽艰辛，来到了当时正处于半农半渔、父系氏族公

社晚期的荆蛮之地——江南。他们和当地的土著一样，断

发文身(剪短头发，满身刺纹)，表示不再回去。

相传泰伯、仲雍潜逃时，古公蛊父曾派兵追赶，一

直追到今天无锡县的“坊前”。因他们已断发文身，追兵

再也认不出他们。后来他们一行又逃到口堠山”，再往南

便到了。梅里”。那时正值春天，一天早上起来，发现晚上

搭棚住宿的柳树棍都发了芽，泰伯、仲雍认为这里是个

好地方，便决定在此安家落户。后人把兄弟俩居住下来

的两个地方，叫做“荆村”，群蛮巷净。这虽是传说，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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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犹存。

泰伯、仲雍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
‘

使“梅里”成为江南文明的发祥地。据司马迁《史记-吴泰

伯世家》记载：“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

立为吴泰伯。”当时一个家族约有几十至上百人，估计有

数万人归附于他们。于是便以此起家，创立了后来强盛

一时的“吴国”。

为了加强统治，泰伯，仲雍开始以“梅里”为中心建

立了城邑。据《吴地记》载：“泰伯筑城于梅里平墟，周三

里二百步，外廓周二百余里，今日梅里乡，亦日梅李村。”

从这个地名，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梅村，一定是梅李

芬芳，绿树成荫，居民众多，农业发达。从有关史籍记载

来看，三千多年前的无锡，南面是浩淼坦荡的太湖，北

面是烟水迷漫的芙蓉湖，东面则是阳澄湖和五湖，只有

阳山、惠山，沿今伯渎港一带地势较高，宜于农业生产和

居住。梅里地势又较高爽，史称：“平地高三丈”，这自然

成为泰伯理想的建都之地。为了灌溉和交通之利，泰伯

领导人民开凿了运河，就是今天的“伯渎港”。

北方古公壹父自泰伯，仲雍逃走后，先由季历继承，

再传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此时姬姓部落已是势力强

盛，“三分天下有其=”了。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终于灭了

商，建立起八百年的周王朝奴隶制国家。这时吴国也从泰

⋯—。。。。伯起传至五世周章了。周章接受了周天子的封号，成为
周朝在南方的同姓诸侯国。由于吴国与周朝关系密切而～⋯～⋯。

又渊源之深，吴国成为西周到春秋这一时期资格最老的

诸侯国之一。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把吴泰伯列为“世家”

第一，不是没有道理的。

泰伯、仲雍在梅里建国初具规模后，仲雍就到东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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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虞山经营去了。泰伯逝世后就葬在今无锡鸿山——

当时叫铁山}仲雍逝世后，则葬在常熟虞山。

泰伯，仲雍让王位的事，儒家创始人孔子赞扬备至，

说：“泰伯其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到了东汉桓帝永兴三年(公元154年)，就由政府下令即宅

为祠，纪念泰伯，仲雍，吴郡太守糜豹作《泰伯墓碑记》

载其事。后来几经毁建，宋哲宗元祜七年(公元1092年)，

诏称至德祠。封建社会对泰伯、仲雍(还有后来的季札)

推位让国的举动，称为至德，意谓最高尚的道德。现存至

德祠(即泰伯庙)，是明代建筑，系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

年)，无锡知县姜文魁修建，距今将近五百年了。清咸丰十

年(公元1860年)，清军与太平军交战于此，泰伯庙起火，

烧毁了采芝堂、大树堂、德洽堂、大夏堂、慈俭堂等建筑。

大火蔓延大殿，邻近百姓蜂拥而至扑灭了大火，保全了

大殿。清朝末叶，重建德洽堂时，整修大殿，仍旧保持

了明朝建筑的形制，不失其雄伟古朴，结构精巧的特点。

泰伯庙，系歇山单檐造，翅角正檐，气概轩昂。殿内

立楠木柱十四根，石柱二十四根。石柱裸露，木柱皆饰

朱漆，下置复盆式石础，且垫木砧。明间“金柱”上装工

字撑，既实惠又美观。日梁和明间的檩条上都施彩绘。斗

拱连环，形制仿宋，作风古朴。殿内后壁嵌着石刻书条，

为清朝南拙老人蒋衡所书，字迹清秀，颇见功力。大殿

之前立有石牌坊，中刻“至德名邦”四个大字，笔力道劲，

雕刻精致，堪称佳作。石牌坊上所刻的龙云仙鹤，形态

自然，纹饰之美，目下已为罕见。牌坊和对面照池上的

香花桥，距今已有四百八十年，都是明代遗物，皆在文

物保护之列。

j对于泰伯古庙，历代文人学士、骚人墨客多所咏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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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皮日休有七绝一首云t

一庙争祀两让君，几千年月转清氛，

当时尽解称高义，谁敢教他莽卓闻。

同时代人陆龟蒙也有诗云l

古国城荒德未荒，年年椒莫湿中堂，

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

表达了诗人对泰伯三让至德的赞赏和对唐代父子争天下

的丑行的不满。

过去，每当吴泰伯生日(阴历正月初九)，当地老百姓

总要举行纪念他的庙会。明代，泰伯庙成为“锡山八景铲

之一，以后此风绵绵，形成梅村的地方性节日，并发展成

一种农村集市贸易，一直流传至今。当地有所谓：“落魂

泰伯庙，收魂祁陀寺”之说。

泰伯墓在鸿山，古称皇山，也叫吴王墩，山高十丈，古

时候草莽榛芜，只有牧童樵夫出没其问。蓟明代才开始

有墓碑的建造。墓座落在鸿山西南坡上，是江苏省文物

保护单位之一。

泰伯墓前的沼池作月牙形，水平如镜，轻风微波，颇

⋯ 怡神情。牌坊用坚硬的花岗石做成，上书“至德墓道”四

字，并雕有龙云：四条龙姿态各异，穿云破雾，仿佛即。⋯⋯
将远遁，气势磅礴，形象生动。正面刻“泰伯墓”三个篆

体大字。其侧有泰伯墓碑记两块：一块是明朝弘治十四
年(公元1501年)立的，由杨文撰文，另一块立于明朝天

启三年(公元1623年)，是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写的碑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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