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6 ·探探访访
2012年4月6日 星期五

编辑：姬生辉 组版：王晨 校对：曾现金

寻找“墨华泉碧”的踪迹
浣笔泉——— 深藏繁华城市的古八景记忆
文/图 本报记者 曾现金

济宁城区浣笔
泉路南首，有一处僻
静的小院，如果不是
门前竖立的“全市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石碑，很少有市民会
发现这是运河古都
的一处名胜古迹。明
清时候，浣笔泉(墨华
亭)享有“墨华泉碧”
的美名，曾是济宁八
景之一。

现在的浣笔泉遗址还依稀
残留着往日的风采。目前，浣笔
泉遗址仅存浣笔泉、新浚浣笔
泉记碑、墨华亭、太湖石、墨华
碑、圣泉碑。

济宁市李白纪念馆原副馆
长郑修平在上世纪60年代，曾访
问过前清翰林杨毓泗的外甥赵
卓鲁，他描述过自己幼年时浣笔
泉的印象。那时的浣笔泉是另一
番景象，“墨华泉碧”曾是济宁八

景之一。赵卓鲁回忆，那时的浣笔
泉院内溪水纵横、垂柳依依、花木
相互映衬，是一处绿树成荫、鸟声
鸣鸣的幽静园林。

《全河备考》中记载，浣笔
泉在州(济宁)东关外，泉分为大
泉头和小泉头。大泉头池围八
丈八尺八寸，小泉头池围五丈
五尺。两个泉头有渠相连，渠长
五十六丈，通长三百八十丈，会
杨家坝至通心桥入运河。有传

说，唐代诗人李白曾在此泉上
浣过笔，因此而得名。

济宁市浣笔泉管理所所长
李承宽介绍，现存的浣笔泉是
大泉头，相传当年泉水沸鼎，水
色墨黑，四季涓涓不息。小泉头
位于墨华亭的东南方向，遗迹
已经看不到了。新浚浣笔泉记
碑、太湖石、墨华碑都是原有的
文物，墨华亭以及管理所的仿
古建筑都是整修时建的。

上世纪40年代，由于战乱
的破坏，浣笔泉遗存所剩已经
不多。新浚浣笔泉记碑、墨华碑
都曾被当做井口石板和砌墙
石。李承宽介绍，后来浣笔泉边
陆续盖起民居，墨华碑被当做
砌墙石砌入墙体内部。幸好它
被砌入墙体，不然它也很难保
存到现在。上世纪80年代，重修

浣笔泉时，济宁市文物部门从
墙体中找到墨华碑。与居民协
商后，文物部门拆掉民居的墙
体，把墨华碑重新竖在浣笔泉
边。

寻找另一块石碑的经历更
为曲折。1982年，时任济宁市李
白纪念馆副馆长的郑修平负责
浣笔泉重修工程。有一天，他听

说在南辛庄镇国光生产队发现
了一块石碑，好像是新浚浣笔
泉记碑。听说这一消息，他非常
兴奋，立即赶到国光生产队。在
现场，他发现，这块石碑已经被
盖到井口，即将成为脚踏石。在
请示有关部门后，用施工方的
吊车吊起石碑，然后用大卡车
把石碑运回。

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
济宁市(市中区)政府加强对这
一古迹的保护。郑修平曾参与
当时的重修工作。他回忆说，当
时的政府计划分两期工程进行
维修，一期工程恢复重建了浣
笔泉、大门、院墙等。当时的大
门就是现在的东大门，但是风
格却是明清风格的门楼。“我和
几位同事很重视，参考了当时

济宁的明清建筑风格，随后按
照明清风格设计，然后进行施
工。”郑修平说，二期工程曾计
划搬迁院内的居民。后由于多
种原因，二期工程搁浅，只建设
了现在的仿古建筑(现为浣笔泉
管理所办公场所)。

郑修平表示，浣笔泉和泗
水的泉林泉群同属于天井派。
在明清时期，浣笔泉曾是运河

的补给水源。正因为如此，浣笔
泉被列入大运河申遗预备名单
的“后续列入项目”。

2009年，济宁市浣笔泉管
理所曾提出关于浣笔泉遗址
开发建设的报告，建议将整体
建成文化遗址公园，重建项目
包括二贤祠、碑刻馆等，同时
建议拆除周边影响观瞻的老
建筑。

置身浣笔泉遗址内，
仿佛能感受到历史的沧
桑。

延伸阅读>>

浣笔泉由来

《济宁直隶州志》中记载，浣笔泉原名
墨华泉。最初只是一处普通的地下泉眼。
明嘉靖五年(1526年)，济宁州主事白旆在泉
边筑亭，供宾客游览观光，凭吊古人。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济宁州
主事胡瓒疏浚泉池，垒砌石栏，建筑方
亭，种植柳竹。济宁知州王毂用楷书书
写“墨华”二字，并刻成石碑立在亭边，
所以方亭取名“墨华亭”。此处的地下泉
眼也被称作墨华泉。胡瓒还在泉北筑堂
三楹，祭祀李白、贺知章，时称“二贤
祠”。

后经明末清初多次重修，直到清乾
隆十五年(1750年)，知州席恒轩捐资修
葺，在堂房旁边增建配厅、中筑门，并凿
方、圆二池，皆书“浣笔”，自此墨华亭更
名为浣笔泉。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河道总督
李公重修后堂，起层楼，楼上祭祀李白、
杜甫、贺知章三位贤人像，并改称“三公
祠”。堂前仍构“墨华亭”，亭后置一丈高
的峥嵘巨石，石上镌刻“小雷锋”，石旁
筑室如舫，跨以小桥。竣工后由漕使和
琳作记、内阁学士翁方纲赋诗、运河同
知黄易绘图，并刻石镶嵌在堂内壁上，
被称为浣笔泉诗、文、画三绝，成为“墨
华泉碧”的一大景观。民国三年 (1914

年)，清末翰林杨毓泗、举人高为汉等人
再次对浣笔泉进行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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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杂志上才能看到的明清风格的浣笔泉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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