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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中的梦幻仙境

2024年12月20日 星期五
编辑 刘 明 电话（010）65368584本版信箱 manhuafcyym@vip.163.com 国学·经典

高西浪高西浪

赵洛严赵洛严

文文//

林
永
芳

林
永
芳

图图//

肖
文
津

肖
文
津

最
佳
旅
游
推
荐
官

成 语 故 事

（（上上））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成语库
中，“琼楼玉宇”无疑是一颗璀
璨的明珠。这一成语与古建筑
紧密相连，不仅形象地描绘了
用美玉砌成的楼阁，宛如天上
的宫阙，华美非凡，更蕴含着丰
富的文化内涵和深远的美学意
义。

“琼楼玉宇”是对古建筑外
在之美的极致赞美，它代表了
古代工匠们精湛的技艺和无尽
的创造力。在古代，建筑不仅
仅是居住和使用的场所，更是

权力、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而“琼
楼玉宇”所描绘的，正是那些富丽
堂皇、华美绝伦的建筑，它们如同
天上的仙境，让人心生敬畏。

这一成语所蕴含的仙境之美，
让人心生向往。它象征着一种超
越现实的美好境界，让人们感受到
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琼楼玉宇”
常常被用来描绘神仙居住的仙境，
或是帝王享乐的宫殿，这种描绘丰
富了人们的想象空间。

在现代社会，“琼楼玉宇”依然
被广泛使用。它不仅仅是对古代
建筑的赞美，更激发了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憧憬和追求，促使人们在现
代建筑设计中不断探索和创新，以
期创造出更加华美、舒适、宜居的
建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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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州百姓递呈状，状状皆诉小庞昱。 包卿只要秉忠心，塌天大事我担承。为查庞昱可贪赃，派遣包拯下陈州。仗势欺人理不当，百姓殴打庞国丈。

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两河总督吴惟华在
扬州南郊古运河与仪扬河交汇处建了一座七级浮屠
（宝塔），以镇邪祈福消灾，缓解水患。过了三年（公元
1654年），宝塔落成，取名“天中塔”，此后又在塔的左
边建了三进的寺。于是，这地方就被叫作“塔庙”。

既然有塔有庙，那就叫塔庙——这名字取得多么
直白又随意，跟“三郎”“五妹”有得一比。不过吴总督
还是很认真的，他特地撰写了一篇《天中塔记》，说：

“兹也江北之区……人文由兹蔚起，化饥馑而丰稔，财
用自此余饶。”他觉得，建这个塔庙不仅仅是弘扬宗
教，它还是水利设施。由此，人文兴盛，贫穷和饥饿无
影踪，财富和丰收滚滚来。

这就是最初的高旻寺。虽然后来有人为它“造”

出了一个“前身为东晋佛寺”的古老出身，但据了解内
情者透露，其实顺治年间它还十分草根，也不叫高旻
寺，“东晋佛寺转世”纯属美丽的误会，是望文生义把
寺内的《兰亭》石刻当成东晋遗物了。殊不知，那是乾
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皇帝命人将宫内“端石兰
亭”石刻拓印三份，颁赐给扬州天宁寺、高旻寺和康山
草堂，此分明为清代之物。

高旻寺最初走红有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几篇奏疏
为证。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江宁织造曹寅呈上
《奏为御批高旻寺碑文事》，八日之后，十二月初十日，
他又呈递一道奏折《奏为僧人纪荫出任高旻寺主持
事》，这两篇奏疏都被收入《清宫扬州御档选编》，使语
言更具古雅之感。而整本《选编》中，涉及高旻寺的折
件多达11件（康熙朝2件，雍正朝1件，乾隆朝7件，嘉
庆朝1件），充分诠释了什么叫立此存照，什么叫永垂
青史。

然而高旻寺真正名扬千古，显然不是因为曹寅，
而是托康熙帝的福，才有了那两道奏疏。公元1699
年，康熙帝第三次南巡至扬州，见天中塔倾颓，欲拨
出私房钱加以修葺，为皇太后祈福，江宁织造曹寅、
苏州织造李煦立马倡议两淮盐商捐资，对塔庙又是
修缮，又是扩建。四年后康熙帝第四次南巡，看到旧
塔庙焕然一新，凭高远眺，旻天清凉，于是赐名“高旻
寺”。后来又大笔一挥，写下了《高旻寺碑记》和诗，
大赞此地“龙归法座听禅偈，鹤傍香烟养道心”，让已
经红得发紫的高旻寺更加熠熠生辉。此后曹寅、李
煦在此建起行宫，康熙第五、六次南巡，乾隆首次南
巡，都住在这里。

人们忽然发现，这座寺庙位于扬州三汊河畔，这
不是“扼三汊洪流，据九龙真脉”的风水宝地吗？原来
一开始就注定了，它不红谁红。

明白了吧，什么叫名人效应？这可是名人中的顶
流，只不过人家富有四海，康熙才看不上那点广告代
言费。他只靠脚步就炒红了数不清的景点，给后人留
下说不完的故事。若要评选最佳旅游推荐官，康熙可
谓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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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年间，包拯接到陈州百姓状告国舅庞昱克扣粮饷，欺压百姓的状纸，带领百姓上殿奏本。路遇国
丈庞吉，庞吉命手下责打百姓，包拯又命百姓痛打国丈，使得仁宗大怒，多亏八贤王力保包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