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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名楼滕王阁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代表

之一，同时又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之南昌历史的

重要标志 O

"胜地几经兴废事，夕阳遍照古今愁。"千百年

来，滕王阁屡经兴废 o 1926 年终毁于军阀兵焚之

后，海内外景仰斯阁之士几思重建，然而时运不

济，凤愿难偿。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

开放使我国运昌隆，千古名阁终于在 1989 年国庆

四十周年之际重临江洁，再雄江南，与此同时，滕

王阁的文史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即将面

世的〈滕王阁史话〉就是其中之一。

重建滕王阁不仅是一项宏大的古建筑工程，

同时也是浩繁的文化工程，而文化工程尤是一项

长期的任务。鉴于此，几年前我曾有过编写滕王

阁文化史的动议。〈滕王阁史话〉的编著者研究滕

王阁史事数十载，又亲历过名阁的重建，他们以宏

观的眼界，明晰的条理，可读的文字，轻妙谐婉的



叙述，实事求是地全面反映了滕王阁的历史与现

状，尤其对滕王阁王序传世的文化渊源，歌舞建阁

的历史特征，以及它千年兴废的盛衰规律均有独

到的见解。故此书可作为人们了解认识滕王阁文

化史之锁钥，既可帮助登临者提高历史文化素养，

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又可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

"名阁之运，与国运相系"的道理，从而受到形象生

动的爱我中华的教育，若如此，则此书幸甚，名阁

幸甚了 o

我非能文者，应编著者之请，谨述此以塞责。

藉此向当年关心和支持滕王阁重建之举的海内外

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是为序 O

1995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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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王阁自初唐永徽四年(公元 653 年)李元

婴创建以来，即享有盛名 O 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

学家韩退之小时候便听说"江南多临观之美，而

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至全工f

三二眨鱼，中，仨土4且重主豆j!，而滕王
阁的诗文便因此不断的产生，滕王阁的人文韵事

也因此不断的出现。

本书系〈滕王阁丛书〉之一，与〈滕王阁

志〉、〈滕王阁萎萃〉、〈滕王阁散文选〉、〈滕王阁

诗词选〉、〈滕王阁字画碑帖集〉、〈滕王阁古今植

联选〉、〈滕王阁故事和传说〉共八书相辅而行，

记述一千三百多年来滕王阁史事的演变和人文韵

事流传的情况。

本书共分十四章述说滕王阁史事及新建诸问

题。



开宗明义，从"元婴创建、滕阁流芳"说

明阁创建的原因和规模瑰伟绝特的景色。其次又

写"阎督重修、王勃作序" 说明阎都督重修滕

王阁、重九开宴、王勃作序的情景，又其次写

"美仑美央、迭废迭兴 tt 滕王阁虽历尽沧桑，但

重建、重修相承不绝。此乃本书重点，故所费笔

墨亦多，叙说较为详尽。最后再写"盛世重建、

更迈前修"说明今天盛世重建滕王阁，无论在

规模土、在结构上都超过了古代。在高度上，也

高出了今天的黄鹤楼和岳阳楼。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n 说明滕王阁史地的

沿革，地理的形势，襟三江、带五湖、控蛮荆、

引阪越，形势十分宏远而险要，沿革是十分悠久

而沧桑的。〈帝子长洲，仙人旧馆)，说明滕王阁

名称的由来，地址的探索与变迁的历史情况。

"高朋满座、对客挥毫"、"童子何知说老当

益壮"、"才高学博、妙句雄文"，说明王勃赴交

趾省亲、道出南昌登阁挥毫作序，阎都督拍案叫

绝，与王勃作序时年岁的考辩、历代对序文的评

价。

"名儒学士，巨著鸿编"、"结社讲学，雅集



赋诗"说明滕王阁历代名儒学士所著的诗文，

都是巨著鸿编 O 至于滕王阁上舒曰敬的讲学，王

震言的雅集赋诗，士风圣盛，一时传为韵事。

"法书名画，刻石拓碑"、"歌舞拓枝、戏演

牡丹"说明滕王阁不仅是出现了许多诗词，而且

、 还上演了歌舞戏曲，成为一座真正具有文化艺术

的阁。历代又有著名书法家苏轼、文徽明、董其

昌、玄大华、翁方纲、王文冶、陈淮、盛悖崇、

李文田、夏献徽诸人所书的滕王阁序、记、赋的

石刻碑拓，更有赵伯驹，宋、元以至晚清人所作

的滕王阁图、仙人旧馆图以及〈西江志〉、〈南昌

府志〉、〈新建县志〉诸书所刻的滕王阁版画 O 其

次，还有初唐少数民族的拓枝舞，明代汤显祖的

〈牡丹亭)，均曾在滕王阁上演奏过，世人传为韵

事。据说:李元婴即是为了歌女演奏拓枝舞而创

建滕王阁的。

最后"西山放鹿、滕阁题诗"说明在明代

洪武初年，朱元璋与群臣开宴滕王阁上，放出陈

友谅所蓄的鹿于西山，让它回到自由的世界，到

明隆庆万历年间，有一位大刀将军新建刘蜒出

征，豫章群臣，设宴钱别于滕王阁上，强求刘



绽将军题诗，即席写下了"幼习干戈未习书，

滕王阁上逼留题……貌林百万临城下，安用先生

一首诗"当时群臣莫不感到惭愧。世人传为佳

话。

以上所举诸史事，分之既可各自独立，合之

即可成为一书，读者从此或可以了解到滕王阁一

千三百多年历史全貌的梗概。当然，我所说的全

貌，并不十分全备，挂一漏万与错误之处还有很

多，幸希读者教正!

公元 1989 年 2 月 4 日立春、王咨臣赋于新

风楼，时年七十有六。

.4. 



一、元婴创建滕阁流芳

-一瑰伟绝特江南临观之美第一

滕王阁不仅是南昌自初唐以来的古迹，而且也是全

国以及全世界闻名的胜景。唐代著名的大古文学家韩

愈，在他少年时代，即听说"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

阁独为第一"。为什么说它能独为第一?因为它"有瑰

伟绝特之称"的缘故。当时长江以南，湖北武昌县西南

有黄鹤楼，今移于蛇山上，居高临下，俯瞰长江，颇为

壮观。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过去费文讳登仙的时

候，每次骑着黄鹤，多在此楼休息，因而得名。湖南岳

阳县城西门上有岳阳楼，下瞰洞庭湖，景色绝佳，为唐

代张说在此州做太守的时候所建，宋滕子京重修过.由

于范仲淹作有一篇〈岳阳楼记〉而闻名中外。与南昌城

外滕王阁相为媲美，鼎足而三，但都总不及滕王阁的

"瑰伟.绝特"的雄伟，所以独称第一。南昌尚馅有〈忆

滕王阁〉五言绝句诗道"黄鹤磐鄂洁，岳阳据巴丘;

吾乡滕王阁，鼎足成千秋"。他这首诗是写实的。

滕王阁是初唐李元婴创建的。元婴(约公元 62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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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 年)先世陇西今甘肃秦安成纪人。唐高祖李渊迁居

长安(今陕西西安市)，遂世为长安人。李渊生有二十

二个儿子，元婴是最小的一个。由于他生长于帝王的家

庭，受到宫廷的陶冶，所以性好歌舞、宴乐、游猎，也

喜爱给画，所作〈滕王峡蝶图)，世人争宝。太宗贞观

十三年(公元 639 年)始受封千户为王，十五年(公元

641 年)改赐实封八百户，授金州(今陕西安康市)刺

史。二十三年(公元 649 年)始加实封满千户。五月，

太宗李世民卒，六月，高宗李治继承皇位，以明年为永

徽元年(公元 650 年)。元婴在太宗丧服期间，竟违反

丧礼制度，召集僚属，从事宴饮、歌舞，尽情骄奢纵

乐，城门日夜洞开，没有一定的法度。高宗李治听到他

这样的纵情的行乐，十分愤怒，特致书与他，进行严厉

的劝戒和斥责。

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高宗特将元婴由金州改

迁到苏州，仍旧是做刺史。大约到了冬季，特将他转调

来到江西南昌城，升任洪州都督。但还是一样，专事和

群臣大开宴会，纵酒、歌舞，并绘画〈峡蝶图〉以为

乐

元婴十分爱好绘画蝴蝶，或飞或立，姿态百出，栩

栩如生，好像活的一般，世人莫不争宝。称他画的蝴蝶

为"滕王峡蝶图"。后人并有许多〈滕王峡蝶图〉的题

咏。例如清南昌张霖〈滕王峡蝶图〉五言排律二章道:

"佩玉呜盔地，滕王画本摹。丹青推妙手，

.6. 



蚊蝶写新图。栩栩传神活，蓬蓬入梦无?寻春

随燕剪，觅莲、趁蜂须。粉薄何郎傅，金轻漠殿

涂。穿花红点缀，依草绿模糊。一代才人笔，

千秋帝子模。至今歌舞罢，绘事说洪都"。

"写出翩翩势，含毫思渺茫。风流传昼本，

翰墨重天潢。开灯如梦觉，摹神态若狂。矮金

纷错彩，活色染生香。化出仙衣幻。描来粉翅

忙。南园芳草绿，别圃菜花黄。谢逸曾成咏，

徐熙久擅场。何如高阁上，宝绘溯滕王。"

诚然，峡蝶为诗人雅士所喜爱，故多题咏， (滕王

峡蝶图)，尤为历代画家和鉴藏家所争宝，故多临摹。

确有滕王阁上"宝绘溯滕王"不仅是这样，清道光元

年(公元 1821 年)六月" 诸城王展言雅集诸生于滕王

阁上，以滕王〈峡蝶图〉为题命诸生赋诗。如南丰邹基

诗云:

"榻得滕王半幅归，几分春色动屏悼。双

钩海眼偷花活，淡点江斑隐竹微;幻似梦游庄

子枕，轻如舞化葛仙衣;龙沙旧本凭谁记?粉

态犹传醉墨挥"。

又如清江徐芝秀诗云:

"江.城景色最清幽，旷代丹青迹可求。活

相有谁参物化，才人从古属风流;春花秋草添

新思，碎粉残金惹 l日愁;遗墨数痕徽杳矣，却

教何处问庄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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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滕王峡蝶图〉最为人所喜爱，也最为有名。

故题咏的人也特别的多，在此未能一一列举。

李元婴究竟是一位出身于帝王家庭的人。耳熏目

染，与当时文人学士相往来，对于文学和艺术是相当重

视的。到了洪州做都督以后，便与李思元相结交，拜他

为师。思元字文成，洪州高安人。性好读书，擅长诗

文，品行也十分高洁，年十岁，便登进士第，做文林郎

教官。元婴请这样的人做老师，自然会得到好的教益。

另外，元婴也十分敬重有德行的女子，当时有一位

罗文姬，字叔善.南昌人，是元干的女儿，小时候便具

有高尚的德行。年十六岁，便嫁给姓郑的人家。不久，

丈夫病危，执文姬手说"你很年轻，我死了你当别嫁

他人。"夫死，姬誓不嫁，不进饮食，水浆亦不入口，

共达七天之久。葬夫事毕，自结在而死。元婴昕到这件

事，感到十分敬佩，特以羊酒进行祭奠，并命邑人杨怀

秀为赋哀韦李元婴所以对她如此的悼念，目的是藉此

表示自己对有德行的女子十分崇敬的意思。

李元婴对待珍贵文物也十分爱好，即使是古代的一

片石碑也是如此。有一次，南昌城外有一个捕鱼的人，

在滕王阁下的章江河里，撒网捕鱼，却网得了一块青

石，长有四尺，阔有九寸，石的颜色十分光润，和一般

的许多石头均不相同，把它悬挂起来，若对它进行敲

打，便会发出一种清悦的响声，来往过路的人听到这

种十分悦耳的声音，便都被它吸引住了，停下脚步不再



走了 。 李元婴知道此事后，便把它表送到瑞府去珍藏起

来。

李元婴在南昌居住了没有多久，已经是永徽四年

(公元 653 年)葵丑艳阳的天气，日暖风和，元婴认为

这正是及时行乐的好时机.于是又经常与群臣举行盛大

的宴会，日夜灯火辉煌不绝。 但他还总感到有不足的事

情，那就是没有一座高竣雄伟华丽的好楼台，不足以显

示自己的豪华高贵。

李元婴灵机一动，心想自长安往广东岭南，南昌是

水陆交通的要道，必须有一座高竣华美的大驿站接待来

往过客，设宴、歌舞其间岂不更好!于是即日坞工聚

材，在洪州城外，赣江的东岸，帝子的长洲上，仅仅几

个月的时间，迅速地建起了一座高耸入云、规模宏大而

又十分华丽的楼阁。人们登在阁上，只觉得好像腾云驾

雾，置身于重霄之上一般。

阁的顶端，覆盖着碧绿色的琉璃瓦，阁的支柱和四

周的回廊，都加盖着红黄蓝绿色的彩绘，显得十分鲜艳

可爱。远远地望去，好像在不断地流动。还有四周的飞

檐也是向上弯曲突出的，檐下都悬挂着风铃，被风吹着

发出有节奏的音响。人们登在阁上，只觉得槛外的赣江

水深看不到底，好像阁是建在半空中一般。 赣江中的水

鸟成群，聚集在沙洲上，还有成群的自鹤，也聚集水边

的陆地上，从阁上远远地望去，又好像岛屿一般地在不

断的来回移动。
. 9 . 



阁的四周，还有许多宫殿式的附属建筑物，这些建

筑物，都是用桂树和楠木建造起来的。随着城外地势的

高下，或高或低，分布排列成为起伏的形势。推开阁的

扉门，走向四周的回廊，凭栏纵目观望，只觉得秋风瑟

瑟，凉意宜人，向西望去、只见"西山雨雾"积翠横

流;走向南望去，只见"南浦飞云"，在半空中不断地

变幻浮动;又见到南浦的东岸"章江晓渡"，人群聚集

在江边，等待着渡船走向彼岸，是当年人们折柳赠别的

地方，再走向北望去，只见"龙沙夕照"，彩霞漫天，

赣水映出一片通红;又走向东望去，只见"东湖夜月"，

浩魄当空，倒映在水中，正随着波光在不断的浮动。

在东湖的东岸，有一片"苏圃春蔬"，是当年苏云

卿在此种菜的地方;阁的南边还有纪念汉高士徐稚的

"徐亭烟树"的胜颐，曾流传着"徐南下陈蕃之榻"的

韵事;西面还有早年葛洪在此炼丹的"洪崖丹井"的胜

ilf; 南面有晋代治水专家许逊铁锁蚊龙、拔宅升天的

"铁柱仙踪"的胜服。所有这"豫章十景"和脚下洪都

满城人家鳞次节比的屋顶，远处彼此相连，渺无边际的

江流湖泊交织成一幅五彩缤纷的天然绵绣图景，更使这

座新建的楼阁，显得十分灿烂美丽，许多骚人墨客在此

揽胜吟诗。正如韩愈所赞誉的"瑰伟绝特"，汪南楼阁

第一之美称。

元婴置身于这样的一座景色如画、豪华壮丽的高阁

中，感到无比的高兴自豪，经常与群臣来到阁上举行盛



大的宴会，美酒佳肴，十分丰盛。更有歌女成队，佩玉

鸣盔，跳着少数民族的民间拓校舞，口中唱着拓校词，

载歌载舞，灯火辉煌，歌声常达旦不休，真是歌舞升平

的盛唐景象。

阁地位于赣江的东岸，地处水上交通的要道，李元

婴在此阁上，迎送长安赴岭南进出南昌的达官显宦。成

为一座迎来送往的行宫和宴会的好场所。

阁虽是建成了许久，可能只名为"仙人旧馆"，并

没有一个高尚典雅的的名称。

不久，李元婴由于歌舞、宴会没有限制。遂被高宗

李治滴置去安徽除州。临行前夕，滕王的封号恰好到达

洪州府。江西许多僚属，遂以他的封号"滕王"二字来

命名他所创建的高阁，作为永久纪念怀思之意。

滕王李元婴被滴置游州不久，后被高宗李治起用，

任为寿州(今安徽寿州)刺史。但不久，又因行不循

法，录事参军裴幸谏正他的过失，并上奏高宗李治。高

宗李治赐给诸王丝吊五百绪，而李元婴却受到赐麻二车

的小惩罚。元婴虽感到惭愧大怒，但也无可奈何。

弘道元年(公元 683 年)，滕王李元婴进拜开府仪

同三司兼梁州(今陕西汉中市)都督。文明元年(公元

684 年)，武则天当权。九月，改元光宅元年(公元 684

年)，滕王李元婴卒，终年约六十五岁，赠司徒冀州

(今河北冀州)都督，陪葬献陵。

滕王李元婴生有十八个儿子，长子长乐王循琦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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