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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浙中千年古
城———金华， 深厚的人文底蕴， 常常
让人流连忘返。 行至金华， 我最先想
去的地方， 是那出自南宋著名爱国
女 词 人 李 清 照 之 手 的 那 一 句 ———
“千古风流八咏楼， 江山留与后人愁”
的八咏楼。

曾经风华绝代的八咏楼， 如今它
矗立在以古子城为中心的婺州大地上，
在车水马龙、 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生活
里 ， 它浸润着千年的历史文化气息 ，
静观着日新月异的金华新城时代变迁，
见证着不断蜕变的古城文明发展。

走进位于金华市区的八咏楼古街
上， 踏着青青的石板路， 看着四周木
质商铺林立， 房檐下挂着的旌旗在风
中飘摇， 一种古色古香韵味， 扑面而
来， 让我心情忍不住有些雀跃。 此时
此刻， 幻想古时因家道中落， 一路沿
江而下落难到此的李清照 ， 第一次
与金华城相见 ， 又该是一种怎样的

心情 ？
走过古街， 上了一段石阶路， 远

远就看见那屹立于高8.7米的石砌台基
之上的八咏楼风姿。 八咏楼原名玄畅
楼， 后改名元畅楼。 因当年由南齐隆
昌太守沈约负责建造， 他在此赋诗八
首， 称为 《八咏》 诗， 传为绝唱， 故
从唐代起， 遂以诗名改元畅楼为八咏
楼。 该古楼坐北朝南， 面临婺江， 楼
高数丈， 有石级百余。

八咏楼现存建筑共有四进， 沿着
古朴的石阶拾级而上， 来到第一进的
古典楼阁。 此楼阁主体建筑为重檐楼
阁， 歇山屋顶， 翼角起翘， 石砌台基。
该楼系南朝齐隆昌元年 （494年）， 时
任东阳郡太守、 著名文学家沈约建造。
竣工后沈约曾多次登楼赋诗， 写下了
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 ， 其中有一首
《登元畅楼》 云： “危峰带北阜， 高顶
出南岑 。 中有凌风谢 ， 回望川之阴
……” 如今登楼举目远眺， 楼外双溪

蜿蜒， 缓缓而过； 楼下公路上人来人
往， 川流不息， 公园里花红柳绿， 远
处南山连屏， 尽收眼底， 好一幅美不
胜收的山水画卷。

在风华岁月里曾名噪一时的八咏
楼， 也曾遭遇了多灾多难的 “凤凰涅
槃” 式的重生。 元皇庆年间 （1312年
一1313年）， 该古楼毁于大火， 此场大

火也将当年沈约扩建时所勒于石碑的
八咏诗石碑， 一起毁灭了。 后来在万
历年间 （1573年一1620年） 重建八咏
楼。 现存八咏楼为清嘉庆年间 （1796
年一1820年） 重建， 并于1984年大修
而成。

之后在滚滚红尘的历史长河中 ，
八咏楼还亲历了风云岁月变革中的
“能文能武” 演变。 由于在当时地处独
特地理位置， 楼前城门一直是兵家必
争之地。 明朝的戚继光， 清代太平天
国运动的侍王李世贤， 都曾登楼操演
军队。 还有金华百姓熟知的明代抗清
将领朱大典在八咏楼上誓死保卫家园。
1939年， 周恩来也曾在八咏楼下的八
咏滩头召开群众大会， 慷慨激昂地宣
传团结抗战方针 。

追溯历史， 我明白了1500多年前，
八咏楼建在当时金华城地势最开阔的
制高点上， 那是象征着保护好一方水
土的平安 。 如今从历史发展角度看 ，
八咏楼既是 “风水楼”， 更是集结了历
代140余位著名文人墨客登临吟诵的历
史文化名楼。 如今在游人走马观花地
欣赏他们诗文时， 想想古人曾在此漫
不经心地饮酒喝茶作诗， 那是何等的
闲情逸致啊。 并且通过多年的研究发
现， 其实八咏楼并不是一座孤立的文
化遗存。 在八咏楼周围， 休文井、 蓉
峰书院、 桐树门等遗迹古风也颇具历
史意义， 与八咏楼相辅相成， 形成独
特丰厚的地理文化景观。

在阁楼的展览处， 当我细致地浏
览了八咏楼流芳千古的名人逸事和诗
词歌赋后， 怀揣着一种崇拜和敬仰的
心情， 再次站在八咏楼最高处凭栏远
眺， 看见婺江水正浩浩荡荡一路远去，
瞬间勾起我客居他乡多年满腹的乡愁。
多年以后， 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的那
句 “水通南国三千里， 气压江城十四
州” 的风采， 在如今欣欣向荣的金华
八婺大地上， 再次焕发出生机和光彩！

■名人故居

提起西海， 相信很多人的直接反
应可能是青海湖 ， 或想起 《西海情
歌》。 就算在北京， 就算身处什刹海，
不仔细的人， 或许也会忽略眼前的这
片开阔水面， 就像我原来一直不曾留
心北京西海一样。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 总会寻到相
近的气息， 并因同频而产生共鸣。如果
不是因缘结识丁欣先生并受之所托，为
贺仁先生的父亲———贺孔才梳理小传，
大概我也不会去关注西海，更不会去挖
掘西海西沿曾经被历史湮没的往事。

沿岸的房屋因环临西海， 如天赐
般可坐拥浩荡江湖的情趣， 给身居闹
市的人以抛却繁华带来世外桃源的惬
意，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京城名人雅士
的聚集之地。 仅仅在西海西沿， 就有
西海西沿2号梁巨川、 梁漱溟父子曾经
的故居； 西海西沿7号， 曾是美术家周
怀民的故居。 而西海西沿4号， 最早为
近代中国官话和声字母的创始人王小
航 （照） 的故寓， 在1945年时， 这里
则成为贺孔才购置的新居。

贺孔才是谁？想必很多人闻之也和
我当时一样茫然。贺培新（1903年5月24
日—1951年12月17日）又名贺泳，字孔
才，号天游。斋名天游室、潭西书屋。 祖

籍河北省武强县， 后迁居故城郑家口。
相较于贺培新， 贺孔才这个名字，

在民国时期的北平文化界， 可以说名
头更响 。 而他 “潭西居士 ” 的名号 ，
就来源于这座曾经有着二十来间房屋
的四合院建筑。 鉴于他的亲朋师友在
与他唱酬的诗文中多以孔才相称， 所
以本文也沿用了贺孔才的称呼。

当时的贺家大院， 北屋的正门前
搭有戏台， 内院带环廊， 外院为花园。
贺孔才特别喜爱这所 “门对烟波， 窗
含西麓” 的住宅， 每天出入于这四季
如画的西海， 自然是心旷神怡。

贺家家世显赫， “武强贺氏” 之
所以久负盛名， 不只是因为财富的积
累和人丁兴旺， 更主要得益于卓著的
家族声誉。 这是一个值得骄傲并令人
敬重的读书世家， 早在贺孔才出生前，
仅在贺氏家族的六代族人中， 就曾经
出现过四位进士。

贺孔才一生任职颇多， 皆与文化
领域相关。 他不但是学者、 教授、 政
府官员， 更是著名的金石学家、 篆刻

家、 书法家、 诗人、 古文家、 文物鉴
赏家和收藏家。

大学期间， 他依旧学书法、 习诗
文， 更不忘痴迷于篆刻。 在得以拜见
心仪已久的名师齐白石时， 被应允收
为得意门生。 齐白石在为贺孔才的刻
印本题字时欣然写下： “消愁诗酒兴
偏赊， 浊世风流出旧家。 更怪雕镌成
绝技， 少年名姓动京华。” 这是对贺孔
才很高的赞誉。

遥想海西草堂当年 ，不由浮现出
贺宅常常高朋满座的情景。 春柳、夏
荷、秋芦、冬雪，清茶一杯，贺孔才与知
己谈古论今。

1949年初， 贺孔才经过挚友陈小
溪的学生、 时任中央美院第一副院长
侯一民的介绍， 完成了为新中国捐书
献宝的愿望。

1949年3月25日， 是中共中央从西
柏坡迁入北平的日子， 毛主席曾把此
行喻为进京 “赶考”。 这天也成为贺孔
才的 “赶考” 日， 他将家自乾隆、 嘉
庆年间收藏的图书共计12768册， 全部

捐献给北平图书馆。 同年4月， 他又将
已经整理好的家藏5371件文物， 捐献
给历史博物馆。

贺孔才无偿捐赠的义举， 成为轰
动一时的新中国文物捐赠第一人。

待到1951年国庆观礼时 ， 在参加
革命时就改名为贺泳的贺孔才， 早已
为国家文物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还担
任了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办公室主
任。 那年文物系统派出的马衡、 王冶
秋、 王有三和贺泳四个代表， 出席了
天安门观礼。

斗转星移， 物是人非。 而今的西
海风景依然如画， 尤其是荷花盛开时
节， 古树微风， 游人如织。 现在的西
海西沿4号是一座饭店， 楼虽不高， 远
远望去却在周围以旧貌平房为主的建
筑群中显得鹤立鸡群， 后院则成为逼
仄的大杂院了。

没想到北漂十年， 我与一座城最
深刻的交集， 竟然是以如此极富传奇
色彩的人物为纽带， 并因此与西海这
潭湖水结下不解之缘。 从此，我忍不住
就会流连于西海西沿， 即使再也寻不
到一丝当年的遗痕， 但我分明能感觉
到贺孔才那文质彬彬的身影无处不在，
恍惚看见他正在与众多友人高谈阔论。

千古风流八八咏咏楼楼

西海西沿探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