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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冯天瑜

亚洲第一大河长江，冲决巴山群

峰，接纳潇湘云水，浩荡西来，在三楚腹

地与其最长支流汉水交会，造就了武汉

隔两江而三镇互峙的伟姿。这里地处江

汉平原东缘，鄂东南丘陵余脉起伏于平

野湖沼之间，恰在江汉汇合处形成龟蛇

两山相夹、江水不胜其束、咆哮奔腾的

奇观。而耸立于长江南岸蛇山西端黄鹄

矶头的一座楼阁，重檐翼舒，四望遐敞，

背倚万户林立的武昌城，面临汹涌浩荡

的扬子江，相对古雅清峻的晴川I阁，尽

会山川城郭之胜；若纵目远眺，更西控

岳阳，东凌滕阁，这便是雄踞江南三名

楼之中的黄鹤楼。

黄鹤楼得名，有“因山”、“因仙"两

说。唐《元和郡县图志》称，“吴黄武二年

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

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而唐《图经》

则有“昔费神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

因以名楼典故。与此相类似的还流传着

仙人子安乘鹤、吕洞宾“跨鹤登仙’’等故

事。昔之论者曾为二说聚讼不决。余以

、为，就得名时序言之，实证性的“因山"

名楼说似在前头，三国东吴于黄鹄矶初

建戍楼之际，“鹄”、“鹤"音转，成“黄鹤

楼"之名；而“因仙"说大约兴起于道教

仙话盛行的南朝时期，至唐代则因文人

题咏而播扬广远。“因山"说为黄鹤楼得

名奠定了地理学基石，“因仙"说却令赏

楼者插上纵横八极的想象翅膀，满足了

人们的求美情志和精神超越需求。两说

各具功能，以往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今

后也必将彼此映照，共存于永远。

黄鹤楼历来是“临高台而极目"的

绝佳去处，所谓“登临送远，游必于是，．

宴必于是”，这种地望特色，吸引古今骚

人墨客来此，对景兴怀，或体味清风明

月，叹江山永在，人生易老之慨；或遥领

园野壮阔，抒请缨报国、澄清天下之志，

因之佳篇迭出。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咏

楼诗词千余首，楹联近千副，文赋过百

篇，匾额无算，而尤享盛誉者，莫过被推

为“唐人七律第一"的崔颢《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已成咏楼绝唱。崔诗与王勃的《滕王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并称名楼题

咏三杰作。吟踪遍天下的李白，也留下

歌咏黄鹤楼的不朽诗篇，“黄鹤楼中吹

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极尽此楼飘逸

神态，也令武汉三镇从此获得“江城”雅

号。诗以楼名世，楼以诗行远，胜景与美

文相依互存，彼此激发，并辉千秋，诚如

清人楹联所云：

崔唱李酬，双绝二诗传世上；

云空鹤去，一楼千载峙江边。

，这里所谓“一楼千载峙江边”，若指

人们心中的黄鹤楼倚江永存，则十分恰

当；若就物化建筑而论，实情却“谓是今

楼异昔楼，一楼毁绝一楼修’’。自吴黄武

二年(公元223年)黄鹄矶头筑军事隙

望台以降，千余年间，黄鹤楼多数时段

作为登临游憩、宴客送远的胜地，其楼

木制，故屡造屡毁，最后一座木结构古

楼于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被焚，

直至一个世纪后的1985年，方重建形

制空前宏丽的新楼，此为今人交相赞叹

的“黄鹤百年归"。

黄鹤楼包蕴的丰富内涵，连同她那

跌宕变幻的兴废历程，是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中极富幽趣的瑰玮篇章，也是人

们观览这座“天下江山第一楼"外貌后

亟欲求索于文本的所在，再从存史、资

治着眼，提供一部关于黄鹤楼历史与现

状的翔实、准确的志书，确有必要。1998

年元月，武汉市老市长、武汉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主任黎智先生正式倡议纂修

《黄鹤楼志》，曾主持黄鹤楼兴建工作的

武汉市老领导王杰先生亦对此十分关

心。黎智先生还专程前往敝舍商讨相关

诸事，期以“为名楼修名志"。随之诚聘

新建黄鹤楼总设计师向欣然先生等各

方专家参与工作，由武汉方志馆总其

事，黄鹤楼公园管理处提供经费、资料

等方面支持。经纂修诸贤年来协力，志

稿即将杀青付梓。当此之际，余重登楼

阁，只见白云舒卷、长河滔滔如故，而三

镇巨厦竞起，江上桥梁并列，火车舟楫

往来如织；极目西望，荆江长堤蜿蜒，三

峡大坝壁立，不免心驰神越。明人沈晖

针对李太白搁笔鹤楼的传说，曾反其意

撰诗云：

眼前有景还堪赋，

莫道崔诗在上头。

这一豪气万丈的文句，道出了写不

尽的黄鹤楼那无穷的底蕴，后人永远有

发挥创造力的广阔空间。诗界事如此，

诗外万物，似亦应作如是观。

1999年3月18日

撰于武昌珞珈山麓寓所



凡 例

一、本志力求客观、全面、系统地记

述黄鹤楼的历史和现状。追溯历史，上限

始于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记述现

状，下限断于1998年，部分资料至成书

时止。

二、本志综汇古今，详记当代。分为

概述、古楼兴废、巍峨今楼、园林胜景、旅

游服务、名人游踪、艺文荟萃(一)、艺文

荟萃(--)、轶闻传说、大事纪略，共10章

37节。

三、本志采用章、节(部分章下未设

节)体例，横分竖写，各章节内容均“以类

系事，事以类分"。图表不单独立节，分别

插入有关章次。

四、本志的历史纪年方法为：明、清

以远沿用帝王年号纪年，夹注公元纪年；

民国迄今，均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

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均按国家规定的

统一规范书写。

六、本志撰写中所引用的资料，大多

采用历代涉及黄鹤楼及其周边景点的典

籍、报刊、文档，并择要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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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179)

(179)

(179)

(179)

79

80

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1)

(181)

(181)

(18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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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川●●●
，

．．．．．．．．．．．．．：．．．、．．．．．．

张世准⋯⋯⋯⋯⋯⋯⋯⋯⋯

丁守存⋯⋯···⋯⋯”·⋯⋯⋯

第二节近人⋯⋯⋯⋯⋯⋯⋯

张之洞⋯⋯⋯⋯⋯⋯⋯⋯⋯

黄遵宪⋯⋯⋯⋯⋯⋯⋯⋯⋯

释敬安⋯⋯⋯⋯⋯⋯⋯⋯⋯

康有为⋯⋯”·⋯⋯⋯⋯⋯⋯

胡大华⋯⋯⋯⋯⋯⋯⋯⋯⋯

王葆心”··⋯⋯””⋯⋯·⋯”·

孙中山⋯⋯·”⋯⋯···⋯⋯···

陈独秀⋯”⋯⋯·一··⋯⋯”“·

于右任一⋯·⋯⋯⋯”·⋯⋯⋯

黄侃⋯⋯”⋯””⋯⋯⋯⋯

喻育之⋯⋯⋯·⋯···一⋯⋯⋯

鄣沫若⋯⋯⋯⋯⋯⋯⋯⋯⋯

．毛泽东⋯⋯⋯⋯⋯⋯⋯⋯⋯

恽代英⋯⋯⋯⋯⋯⋯⋯⋯⋯

陶述曾⋯⋯⋯⋯⋯⋯⋯⋯⋯

(182)

(182)

(182)

(182)

(182)

(182)

(182)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4)

(184)

(184)

(184)

(184)

(185)

(185)

(185)

(186)

(186)

(186)

(186)

(186)

(187)

(187)

(187)

(187)

(187)

(188)

叶剑英⋯一⋯·一⋯⋯⋯⋯”
田 汉一·”·”·”··”···⋯⋯·”

周恩来⋯⋯⋯⋯⋯⋯⋯⋯⋯

瞿秋白⋯⋯⋯⋯⋯⋯⋯⋯⋯

沙孟海⋯⋯⋯⋯⋯⋯⋯⋯⋯

彭 真⋯⋯⋯”“”⋯⋯⋯”·

艾 芜“·⋯⋯⋯·⋯⋯一”·”·

冼星海⋯⋯⋯⋯⋯⋯⋯⋯⋯

舒 同⋯⋯⋯⋯⋯⋯⋯⋯⋯

杨尚昆⋯⋯⋯⋯⋯⋯⋯⋯⋯

徐铸成⋯⋯⋯⋯⋯⋯⋯⋯⋯

伍修权⋯⋯⋯⋯⋯⋯⋯⋯⋯

吴作人⋯⋯⋯⋯⋯⋯⋯⋯⋯

李先念⋯⋯⋯⋯⋯⋯⋯⋯⋯

费孝通⋯⋯⋯⋯⋯⋯⋯．．．⋯

姚雪垠···⋯··⋯··””····”⋯·

端木蕻良⋯⋯⋯⋯000 000⋯⋯

陈荒煤⋯⋯⋯⋯⋯⋯⋯⋯⋯

胡耀邦⋯⋯⋯⋯⋯⋯⋯⋯⋯

卢嘉锡⋯⋯⋯⋯⋯⋯⋯⋯⋯

秦兆阳⋯⋯⋯⋯⋯⋯⋯⋯⋯

刘华清⋯⋯⋯⋯⋯⋯⋯⋯⋯

王任重⋯⋯⋯⋯⋯⋯⋯⋯⋯

邹获帆⋯⋯⋯⋯⋯⋯······⋯

胡 绳·”⋯⋯⋯⋯⋯⋯⋯⋯

郑裕彤⋯⋯⋯⋯⋯⋯⋯⋯⋯

霍英东⋯⋯⋯⋯⋯⋯⋯⋯⋯

乔石⋯···“⋯⋯⋯⋯⋯····

陈香梅”．．⋯⋯“⋯⋯”⋯·⋯

李 鹏⋯⋯⋯⋯⋯⋯···⋯⋯

朱铬基⋯⋯⋯⋯⋯⋯⋯⋯⋯

李瑞环⋯⋯⋯⋯⋯⋯⋯⋯⋯

胡锦涛⋯⋯⋯⋯⋯⋯⋯⋯⋯

(188)

(188)

(189)

(189)

(189)

(189)

(189)

(189)

(190)

(190)

(190)

(190)

(191)

(191)

(191)

(191)

(191)

(192)

(192)

(192)

(192)

(192)

(192)

(193)

(193)

(193)

(193)

(193)

(193)

(193)

(194)

(194)

(194)

贞道亭忠涛任直国枚沅鼐如中宝源

世宏敬献

．尚贻镇

石

王袁柳张石、孔史门袁毕姚邓汪张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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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O O@OO O⋯·⋯⋯··⋯⋯(194)

第七章 艺文荟萃(一)

第一节诗⋯⋯⋯⋯⋯⋯⋯⋯(197)

登黄鹤矶[鲍照] ⋯⋯⋯⋯⋯(197)

汉江宴别[宋之问]⋯⋯⋯⋯⋯(197)

送元公归鄂渚

[孟浩然] O gO@OO Q OQ@OO⋯⋯⋯⋯(197)

江上剐流人[孟浩然] ⋯⋯⋯(198)

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

[孟浩然]⋯⋯⋯⋯⋯⋯⋯⋯(198)

送人归江夏[王昌龄] ⋯⋯⋯(198)

送康太守[王维] ⋯⋯⋯⋯⋯(198)

送储邕之武昌[李白] ⋯⋯⋯(198)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李白]⋯⋯⋯⋯⋯⋯⋯⋯⋯(199)

江夏送友人[李白]⋯⋯：⋯··(199)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199)

望黄鹤山[李白]⋯⋯⋯⋯⋯(20．0)

江夏寄汉阳辅录事

[李白] ⋯⋯⋯⋯⋯⋯⋯⋯⋯(200)

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余捶碎

黄鹤楼[李白] ⋯⋯⋯⋯⋯(200)

江夏赠韦南陵冰[李白]⋯⋯(200)

黄鹤楼[崔颓]⋯⋯⋯⋯⋯⋯⋯(201)

黄鹄楼歌送独孤助

[顾况]⋯⋯⋯⋯⋯⋯⋯⋯⋯(201)

送田三端公还鄂州

[武元衡]⋯⋯⋯⋯⋯⋯⋯⋯(201)

武昌老人说笛歌

[刘禹锡]⋯⋯⋯⋯⋯⋯⋯⋯(202)

出鄂州界怀表臣(二首)

[刘禹锡]⋯⋯⋯⋯⋯⋯⋯⋯(202)

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

[白居易]⋯⋯⋯⋯⋯⋯⋯⋯(202)

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

楼置宴，宴罢同望

[白居易]⋯⋯⋯⋯⋯⋯⋯⋯(202)

黄鹤楼[贾岛] ⋯⋯⋯⋯⋯⋯(202)

题黄鹤楼石照[吕岩]⋯⋯⋯(203)

寄牛相公赴黄鹤楼崔侍御宴

[杜牧] ⋯⋯⋯⋯⋯⋯⋯⋯⋯(203)

送王侍御赴夏12,座主幕

[杜牧] ⋯⋯⋯⋯⋯⋯⋯⋯⋯(204)

无题[李商隐]⋯⋯⋯⋯⋯⋯⋯(204)

汉阳太白楼[李群玉] ⋯⋯⋯(204)

黄鹤驿寓题[罗隐] ⋯⋯⋯⋯(204)

望黄鹤山张君[沈如筠]⋯⋯(204)

晓泊汉阳渡[王贞白] ⋯⋯⋯(204)

黄鹤楼[卢郢]⋯⋯⋯⋯⋯⋯⋯(205)

登黄鹤楼[张咏] ⋯⋯⋯⋯⋯(205)

楚中作[张龠]⋯⋯⋯⋯⋯⋯⋯(205)

鄂州南楼书事(四首)

[黄庭坚] ⋯⋯⋯⋯⋯⋯⋯⋯(205)

南楼[王十朋]⋯⋯⋯⋯⋯⋯⋯(205)

黄鹤楼[王十朋]⋯⋯⋯⋯⋯⋯(205)

黄鹤楼[陆游]⋯⋯⋯⋯⋯⋯⋯(205)

南楼[陆游]⋯⋯⋯⋯⋯一⋯⋯(206)

鄂州南楼[范成大] ⋯⋯⋯⋯(206)

鄂渚烟波亭[戴复古]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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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楼[戴复古]⋯⋯⋯⋯⋯⋯⋯(206)

答武昌昊广文[高似孙]⋯(206)

黄鹤谣寄昊季谦侍郎

[岳珂]⋯⋯⋯⋯⋯⋯⋯⋯⋯(207)

黄鹤楼[游仪]⋯⋯⋯⋯⋯⋯“(207)

黄鹤楼[郝经]⋯⋯⋯⋯⋯⋯⋯(207)

题王晋卿《崔颢孤舟横笛图》

[王恽] ⋯⋯⋯⋯⋯⋯⋯⋯⋯(208)

⋯登黄鹤楼[陈孚]一二⋯⋯⋯⋯”(208) ‘

黄鹤楼歌[陈孚] ⋯⋯⋯⋯⋯(208)

题黄鹤楼[冯子振] OOO@@O@@O O@Q(209)

和龙麟洲题黄次翁《黄鹤楼

图》[刘诜] ⋯⋯⋯⋯⋯⋯⋯(209)

大另q山[萨都刺]⋯⋯⋯⋯⋯·一(209)

梦武昌[揭俣斯]⋯⋯⋯⋯⋯⋯(209)

黄鹤楼[王艮]⋯⋯⋯⋯⋯⋯⋯(209)

黄鹤楼[余阙]⋯⋯⋯⋯⋯⋯⋯(209)

题黄鹤楼图[释大圭] ⋯⋯”(209)

黄鹤楼[管讷]⋯⋯⋯⋯⋯⋯⋯(209)

招鹤词为薛复善赋

[杨基] ⋯⋯⋯⋯⋯⋯⋯⋯⋯(209)

黄鹤楼看雪[杨基] ⋯⋯⋯”(210)

·雪中再登黄鹤楼[杨基] ⋯(210)

夜泊武昌城下[蓝智]⋯⋯⋯(210)

鹤楼晴眺[姚广孝]’⋯⋯⋯⋯(210)

次由翁中秋诗韵

[丁鹤年]⋯⋯⋯⋯⋯⋯⋯”(210)
题武昌魏孝廉椠所藏画

[高启] ⋯⋯⋯⋯⋯⋯⋯⋯⋯(210)

登黄鹤楼识兴[刘琏]⋯⋯⋯(211)

登黄鹤楼[夏原吉] ⋯⋯⋯⋯(211)

登黄鹤楼[王傅] ⋯⋯⋯⋯⋯(211)

登黄鹤楼[柯拱北] ⋯⋯⋯⋯(211)

登黄鹤楼E-V荣] ⋯．．．⋯一⋯(211)

寄怀黄鹤楼[何乔新] ⋯⋯⋯(211)

黄鹤楼[沈周]⋯⋯⋯⋯⋯⋯⋯(211)

登黄鹤楼[张悦] ⋯⋯⋯⋯⋯(212)

登黄鹤楼眺望[刘炜] ⋯⋯⋯(212)

登黄鹤楼[沈晖] ⋯⋯⋯⋯⋯(212)

登黄鹤楼[李应桢] ⋯⋯⋯⋯(212)

再登黄鹤楼[李应桢] ⋯⋯⋯(212)

登黄鹤楼[曹时] ·It·DO 000 OIO OO·(212)

登黄鹤楼(二首)

[沈钟]⋯⋯⋯⋯⋯⋯⋯⋯⋯．(212)

登黄鹤楼[陈璃] ⋯⋯⋯⋯⋯(213)

寄题黄鹤楼简秦开府

[李东阳]⋯⋯⋯⋯⋯⋯⋯⋯(213)

登黄鹤楼(二首)

[陈雍]⋯⋯⋯⋯⋯⋯⋯⋯⋯(213)

黄鹤楼[陆溯之]⋯⋯⋯⋯⋯⋯(213)

黄鹤楼次韵[鲁铎] ⋯⋯⋯⋯(213)

送则克柔符卿使湖广分题

浔黄鹤楼[周伦] ⋯⋯⋯⋯(213)

登黄鹤楼[董朴] ⋯⋯⋯⋯⋯(214)

黄鹤楼次李西涯阁老韵见寄

[泰金]⋯⋯⋯⋯⋯⋯⋯⋯⋯(214)

武昌[李梦阳]⋯⋯⋯⋯⋯“!⋯(214)

次朴庵韵[戴全] ⋯⋯⋯⋯⋯(214)

黄鹤楼[王廷相]⋯⋯⋯⋯⋯⋯(214)

汉上歌十二首之十二

[王廷相]⋯⋯⋯⋯⋯⋯一⋯(214)
乙酉冬宴客黄鹤楼用崔韵

[黄衷]⋯⋯⋯⋯⋯⋯⋯⋯一·(214)

题黄鹤楼[顾磷] ⋯⋯⋯⋯⋯(215)

黄鹤楼宴集次答季子承裕之作

(二首)[朱应登]⋯一⋯⋯(215)

送石文衡令汉阳[陆深]⋯⋯(215)

吊黄鹤楼次韵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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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缵宗] ⋯⋯⋯⋯⋯⋯⋯⋯(215)

重阳前一日登黄鹤楼

[徐问] ⋯⋯⋯⋯⋯⋯⋯⋯⋯(216)

黄鹤楼避暑漫兴

[俞振才] ⋯⋯⋯⋯⋯⋯⋯⋯(216)

登黄鹤楼[赵弼] ⋯⋯⋯⋯⋯(216)

登黄鹤楼[毛伯温] ⋯⋯⋯⋯(216)

黄鹤楼留别许督学伯诚

[廖道南] ⋯⋯⋯⋯⋯⋯⋯⋯(216)

题黄鹤楼小景[廖道南] ⋯⋯(216)

舟次汉阳[何景明] ⋯⋯⋯⋯(216)

送卫进士推武昌

[何景明] ⋯⋯⋯⋯⋯⋯⋯⋯(216)

登黄鹤楼[杨慎] ⋯⋯⋯⋯⋯(217)

黄鹤楼图[江瑾] ⋯⋯⋯⋯⋯(217)

望黄鹤楼[罗洪先] ⋯⋯⋯⋯(217)

春日宴集黄鹤楼[雷贺]⋯⋯(218)

黄鹤楼怀古[李时珍] ⋯⋯⋯(218)

登黄鹤楼[毛一公] ⋯⋯⋯⋯(218)

登黄鹤楼(二首)

[吴国伦] ⋯⋯⋯⋯⋯⋯⋯⋯(218)

舟泊汉江望黄鹤楼

[张居正] ⋯⋯⋯⋯⋯⋯⋯⋯(218)

登黄鹤楼[王世贞] ⋯⋯⋯⋯(219)

黄鹤楼奉别省中诸公

[王世贞] ⋯⋯⋯⋯⋯⋯⋯⋯(219)

黄鹤楼饯男q蔡使君景明

[王世贞] ⋯⋯⋯⋯⋯⋯⋯⋯(219)

黄鹤楼漫头[何彦] ⋯⋯⋯⋯(219)

题黄鹤楼图[张凤翼] ⋯⋯⋯(219)

游黄鹤楼[李东白] ⋯⋯⋯⋯(219)

登黄鹤楼[李维桢] ⋯⋯⋯⋯(220)

登黄鹤楼作[林章] ⋯⋯⋯⋯(220)

黄鹤楼[郭正域]⋯⋯⋯⋯⋯⋯(220)

登黄鹤楼[邹迪光] ⋯⋯⋯⋯(220)

登黄鹤楼[任家相] QIO QQ$·QI QQO(220)

藩参金宗师登黄鹤楼偕诸孝

廉集作[任家相] ⋯⋯⋯⋯(221)

偕王章甫陈公弼登黄鹤楼

(二首)[袁宏道]⋯⋯⋯⋯(221)

黄鹤楼[袁中道]⋯⋯⋯⋯⋯⋯(221)

再登黄鹤楼[袁中遒] ⋯⋯⋯(221)

登黄鹤楼(二首)

[侯启忠] ⋯⋯⋯⋯⋯⋯⋯⋯(221)

登黄鹤楼简秦都宪国声

[邓库] ⋯⋯⋯⋯⋯⋯⋯⋯⋯

黄鹤遗风[林文] ．⋯⋯⋯⋯⋯

寿蕲州顾桂岩先生八十

[刘养微] ⋯··o oQi⋯⋯⋯⋯⋯

雪中登黄鹤楼[张缇] ⋯⋯⋯

登黄鹤楼[张埏] ⋯⋯⋯⋯⋯

再登黄鹤楼[彭而述] ⋯⋯⋯

黄鹤楼[刘子壮]⋯⋯⋯⋯⋯⋯

登黄鹤楼即事(四首)

(222)

(222)

(222)

(222)

(223)

(223)

(223)

[钱澄之] ⋯⋯⋯⋯⋯⋯⋯⋯(223)

黄鹤楼夜饮惜别

[蔡道宪] ⋯⋯⋯⋯⋯⋯⋯⋯(224)

黄鹤楼(二首)[吴绮]⋯⋯⋯·(224)

答黄湄黄鹤楼夜坐见谏韵

(二首)[顾景星]⋯⋯⋯⋯(224)

黄鹤楼寄纪伯紫

[顾景星] OOOt OO OIQ⋯⋯⋯⋯⋯

黄鹤楼吊古[顾景星] ⋯⋯⋯

黄鹤楼[王孙蔚]⋯⋯⋯⋯⋯⋯

黄鹤楼即事[金德嘉] ⋯⋯⋯

闻鹤楼成赋寄楚中一二知己

[朱彝尊] ⋯⋯⋯⋯⋯⋯⋯⋯

岁暮登黄鹤楼[陈恭尹]⋯⋯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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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熊赐履]⋯⋯⋯⋯⋯⋯(225)

登黄鹤楼[石涛] ⋯⋯⋯⋯一(225)

登黄鹤楼[潘耒] ⋯⋯⋯⋯⋯(226)

九日登黄鹤楼

[张希良] ⋯⋯⋯⋯⋯⋯⋯⋯(226)

题搁笔亭(四首)

[孔尚任] ⋯⋯⋯⋯⋯⋯⋯⋯(226)

登黄鹤楼[佟世恩] ⋯⋯⋯⋯(226)

登黄鹤楼(二首)

[许虬]⋯⋯⋯⋯⋯⋯⋯⋯⋯(226)

黄鹤楼放歌[周起渭] ⋯⋯⋯(227)

黄鹤楼怀古[曾谨] ⋯⋯⋯⋯(227)

黄鹤楼[沈德潜]⋯⋯⋯⋯⋯⋯(227)

鹤楼早望[涂天相] ⋯⋯⋯⋯(228)

武昌秋兴[朱伦瀚] ⋯⋯⋯⋯(228)

黄鹤楼[桑调元]⋯⋯⋯⋯⋯⋯(228)

浩歌行夜登黄鹤楼作

[桑调元] ⋯⋯⋯⋯⋯⋯⋯⋯(228)

凌琢巨学使招登黄鹤楼(四首

选二)[刘统勋]’⋯⋯⋯⋯⋯(229)

黄鹤楼[李为霖]⋯⋯⋯⋯⋯⋯(229)

黄鹤楼看雪[袁枚] ⋯⋯⋯⋯(229)

黄鹤楼[袁枚]⋯⋯⋯⋯⋯⋯⋯(229)

冬日登黄鹤楼次素溪韵
’

[王文治] ⋯⋯⋯⋯⋯⋯⋯⋯(229)

登黄鹤楼次补山韵

[姚鼐] ⋯⋯⋯⋯⋯⋯⋯⋯⋯(230)

登黄鹤楼(二首)

[邓石如] ⋯⋯⋯⋯⋯⋯⋯。··(230)

黄鹤楼[邹湘]⋯⋯⋯⋯⋯⋯⋯(230)

雨霁登黄鹤楼[李鼎元]⋯⋯(231)

黄鹤楼题壁[宋湘]‘00 00 00··(231)

黄鹤楼用崔韵[黄景仁]⋯⋯(231)

重阳和友人同登黄鹤楼之句

(二首)[舒正载]⋯⋯⋯⋯(231)

黄鹤楼[潘国祚]⋯⋯一：⋯⋯”(231)

重登黄鹤楼[陶澍] ⋯⋯⋯⋯(231)

黄鹤楼[张维屏]⋯⋯⋯⋯⋯⋯(231)

中元黄鹤楼待月[陈沈]⋯⋯(232)

黄鹤楼夜坐[陈沆]000 000 00·0··(232)

九月九日登黄鹤楼

[陈沆] ⋯⋯⋯⋯⋯⋯⋯⋯⋯(232)

黄鹤楼[魏源]⋯⋯⋯⋯⋯⋯⋯(232)

题黄鹤楼[官文] ⋯⋯⋯⋯⋯(232)

舟望黄鹤楼时重建甫落成

(二首)[王柏心]⋯⋯⋯··(232)

俞叟石庵老而健画，以二丈

‘余纸写梅一本；为黄鹤楼

补璧，乞予题之

[黄燮清]⋯⋯⋯⋯⋯⋯⋯⋯(233)

送友人之武昌[叶名沣]⋯⋯(233)

黄鹤楼吟[刘熙载]DO·QQ0 000 000(233)

重建黄鹤楼落成有作(二首)

[彭崧毓]⋯⋯?⋯⋯⋯⋯⋯”(234)

于蕃兄以鹤楼诗见示因次韵

奉寄[彭瑞毓]⋯⋯⋯⋯⋯⋯(234)

和彭君题黄鹤楼(二首)

[刘维桢] ⋯⋯⋯⋯⋯⋯⋯⋯(234)

别黄鹤楼[洪良品] ⋯⋯⋯⋯(234)

舟次汉口晤刘干臣都督留宿

[洪良品] ⋯⋯⋯⋯⋯⋯⋯⋯(234)

黄鹤楼望搁笔亭诸胜

[刘灼] ⋯⋯⋯⋯⋯⋯⋯⋯⋯(234)

上黄鹤楼[黄遵宪] ⋯⋯⋯⋯(234)

已亥杂诗[黄遵宪] ⋯⋯⋯一·(235)

将之普陀登黄鹤楼

[释敬安] ⋯⋯⋯⋯⋯⋯⋯⋯(235)

登黄鹤楼遗址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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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恩] ⋯⋯⋯⋯⋯⋯⋯⋯(235)

登黄鹤楼[刘鹗] ⋯⋯⋯⋯⋯(235)

登黄鹤楼[康有为]000$$0 000 OSg(236)

泊汉口[刘光第]⋯⋯⋯⋯⋯⋯(236)

眺黄鹤楼故址[吴趼人] ⋯⋯(236)

黄鹤楼怀古[范季常] ⋯⋯⋯(236)

黄鹤楼歌[沈心工] ⋯⋯⋯⋯(236)

题黄鹤楼[张鹤亭] ⋯⋯⋯⋯(236)

黄鹤楼遭兵燹感题

[张竹坡] ⋯⋯⋯⋯⋯⋯⋯⋯(236)

登黄鹤楼故址[黄侃]⋯⋯⋯(237)

刘雪耘见顾，属题《黄鹤

楼图》，报以一截

[柳亚子]⋯⋯⋯⋯⋯⋯⋯⋯(237)

抗战扩大宣传周水上火炬大

游行有感[田汉] ⋯⋯⋯⋯(237)

新修黄鹤楼纪念[屈武]⋯⋯(237)

秋夜登黄鹤楼有感

[宋筠] ⋯⋯⋯⋯⋯⋯⋯⋯⋯(237)

祝黄鹤楼重建[张平化] ⋯⋯(237)

题黄鹤楼[夏征农] ⋯⋯⋯⋯(237)

五律[贺苏]⋯⋯⋯⋯⋯⋯⋯⋯(237)

青莲歌[李曼农]⋯⋯⋯⋯⋯⋯(238)

登黄鹤楼[饶钦农] ⋯⋯⋯⋯(238)

重游黄鹤楼[黄鹤] ⋯⋯⋯⋯(238)

黄鹤楼重建十周年

[张剑南] ⋯⋯⋯⋯⋯⋯⋯⋯(238)

登黄鹤楼感旧[胡天风]⋯⋯(238)

登黄鹤楼[王贤卿] ⋯⋯⋯⋯(238)

登楼极目楚天娇[缪英]⋯⋯(239)

七律[管协和]∥⋯⋯⋯⋯⋯⋯(239)

黄鹤恋乡情[唐昭学] ⋯⋯⋯(239)

新潮澎湃起春雷[熊达]⋯⋯(239)

楚天千里更恢弘

[管用和] ⋯⋯⋯⋯⋯⋯⋯⋯(239)

登武昌黄鹤楼[万文周]⋯⋯(239)

武昌桥头望大江[洪源]⋯⋯(239)

与友登黄鹤楼畅饮即兴

[傅占魁] ⋯⋯⋯⋯⋯⋯⋯⋯(239)

七绝[股野豚]⋯⋯⋯⋯⋯⋯⋯(239)

黄鹤楼[本田种竹]⋯⋯⋯⋯⋯(240)

内藤湖南来知其即日上程赴清

国率然赋七律五章饯之(其五)

[野口宁斋]⋯⋯⋯⋯⋯⋯⋯(240)

游清杂侍次野口宁斋见送诗韵

‘(其五)[内藤湖南]⋯⋯⋯⋯(240)

黄鹤楼[铃木虎雄]⋯⋯⋯⋯⋯(240)

黄鹤楼[潘受]⋯⋯⋯⋯⋯⋯⋯(240)

武昌黄鹤楼[成应求] OO D O$OOOO(240)

河山无恙可无愁

[李少白] ⋯⋯⋯⋯⋯⋯⋯⋯(240)

大江东去我还留

[李应韶] ⋯⋯⋯⋯⋯⋯“，⋯(240)

寄黄鹤楼[田间] ⋯⋯⋯⋯⋯(241)

飞檐流光[莎蕻] ⋯⋯⋯⋯⋯(241)

咏黄鹤楼[曾卓] ⋯⋯⋯⋯⋯(241)

黄鹤楼[路易·艾黎]⋯⋯⋯⋯(241)

第二节词、曲⋯⋯⋯⋯⋯⋯(241)

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

寿昌[苏轼]⋯⋯⋯⋯⋯⋯⋯(241)

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岳飞]⋯⋯⋯⋯⋯⋯⋯⋯⋯(242)

水调歌头·中秋饮南楼

[范成大] ⋯⋯⋯⋯⋯⋯⋯⋯(242)

满江红·听雨[张孝祥]000$00(242)

水调歌头·折尽武昌柳

[辛弃疾] ⋯⋯⋯⋯⋯⋯⋯⋯(242)

唐多令·重过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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