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王故里”石牌坊

走进项王故里，迎面高耸

着一座高大的石牌坊，上书："

项王故里"四个大字。因牌坊建

在古黄河大堤上，主体建筑在

堤下，居高临下，整个建筑群

尽收眼底。其建筑风格既有汉

代民居特点，又有宫殿式建筑

风格。室、阁、亭均为青砖青

瓦，飞檐石基，庄严肃穆，雄

伟壮观。廊柱、格扇、雕刻绘

画极为精美。四周围墙呈淡黄

色 ， 上 覆 青 色 小 瓦 ， 古 色 古

香，雍容典雅。

项王故里为三进院落，整

个祠院仿汉式建筑，显得古朴

肃穆。约有四百米青砖院墙将

此历史遗迹围裹。从石碑坊东

下 ， 走 进 子 母 阙 ， 踏 过 石 板

道，迎面便是山门。山门横匾

“项王故居”，系清末代皇帝

之弟溥杰所书，他还题写了一副

对联：“威震江东立一代兴亡自

有光辉标史册，歌传垓下定千秋

功罪莫将成败论英雄”，赞颂

这位中国历史上“失败”的英

雄永远彪炳史册。

英风阁

通 过 山 门 即 来 到 核 心 院

落 ， 主 体 建 筑 英 风 阁 座 落 其

中。英风阁为全木构架，青瓦

覆盖，直棂方窗，紫柱白墙，

蔚 为 壮 观 。 阁 内 置 项 羽 石 雕

像，威风凛凛的楚霸王身披战

袍，手握宝剑，头戴盔甲，凝

视前方。是在斟酌下一仗的运

筹，还是在谋划灭秦的部署？

从霸王举鼎到破釜沉舟，从鸿

门之宴到会师彭城，从鸿沟为

界到自刎乌江，那撼天地、惊

鬼神的场景，一幕幕闪现在我

们眼前。真有点惋惜，这位叱

风云的英雄，怎么会在鸿门宴

上错过擒拿刘邦的时机；怎么

会相信鸿沟为界的约定让刘邦

得以有喘息机会；更无法想象

勇猛刚烈的项羽竟重情重义放

走了刘邦的父亲！到头来，自

己 落 得 个 四 面 楚 歌 、 十 面 埋

伏、自刎乌江的悲壮又悲惨下

场。这说是项羽的人格。难怪

赵朴初老先生写下了“当年初

破秦军，诸侯将膝行而前，莫

敢 仰 视 重 瞳 子 ； 垓 下 悲 歌 虞

如，拔山诗风旋不歇，长留仁

爱一杯羹。”的绝句。

院内东西山墙百米长廊，

镶嵌反映项羽生平重大事件的

六 幅 壁 画 。 左 边 有 北 宋 苏 东

坡、南宋陆放翁等大诗人的诗

词，包括宋代女词人李清照那

首著名的“生当作人杰，死亦

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

江东。”传诵不衰的诗句。右

边是《项羽本纪》九千多字全

文，密密麻麻，娟秀工整，苍

劲豪放。文中可以看出太史公

对项羽倾注了多少情感。他距

离项羽的时代仅百年左右，所

写应该离真实最接近。项羽起

事虽仅七载，然此二千五百多

日的时代巨变，却让太史公对

他崇敬有加。院中置巨鼎，高

二点六米，直径一点九米，重

八吨。鼎上六十四字铭文，精

辟地概括了项羽一生。

项羽手植槐

英风阁后面便是故里的第三

进院落。有被外国一位植物学家

喻为“天下第一槐”的项王手植

槐。项王故里原来有坊，有庙，有

僧人照管。至清初坊毁庙圮，僧人

他去，仅剩庭院中斜立着大槐树

一棵和因它而得名"梧桐巷"的古

桐树数株。古槐树相传为项王幼

年所植。据说原来的树干已死，这

是从根部重发的，现在重发的树

干已很庞大，须三、四个人方可合

抱。虽历经二千多年的风风雨雨，

仍然青秀挺拔。尽管古槐已老态

龙钟，但它的根系又在离母体仅

几米远处长出一棵茏新枝，顽强

地编织出一帧历史画卷，向后人

述说主人不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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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王故里，又称为“梧桐巷”，是楚国贵族、秦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拔山盖世”的英雄、西楚霸王项

羽的出生地。它坐落于宿迁市宿城区南郊、古黄河与大运河之间，徐淮路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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