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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021_2022__E6_B1_9F_E

8_8B_8F_E8_8B_8F_E5_c34_48117.htm [虎丘山门“海涌流辉

”] 宋朝诗人苏东坡说过：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当年诗人

的赞美成了今天虎丘的广告词。 到虎丘，过去有两条路，一

条是我们今天走的汽车路，过去趁乘马车可抵.另一条是水路

，从阊门下船，经过唐朝刺史白居易开挖的白堤七里山塘，

在虎丘“海涌流辉”水码头前靠岸。 一般的寺庙都藏在深山

，而虎丘却是山在寺中。有一句打油诗就形象地点出了虎丘

寺寺包山的特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落先教锁寺门”。 

现在我们来到了虎丘山门“海涌潮辉”。这四个字点出了虎

丘的来历。虎丘原名海涌山，远古时这儿是一片枉洋，几个

绿色的岛屿在潮涨潮落时隐时陷，当时称为海涌山的虎丘最

矮小，却美丽，如浩淼碧波中闪烁的明珠流辉至今。“海涌

流辉”水墙门是照壁的一种，苏州拙政园旧大门前至今仍保

存有巍峨古朴的水墙门，体现了水乡人家的门面和脸面。 我

们知道，吴王阖闾在苏州建阖闾大城是在公元前514前。那时

的中国正是春秋时期，各小国之间战事不断。正当我国大部

份地区还处在青铜器时代，吴国因为铸铁、铸剑而出名，出

现了欧治子、干将、莫邪等著名铁匠。公元前496年，吴国对

越国宣战，吴王阖闾受伤死于返程途中。为了修建吴王阖闾

墓，吴国动用了十万民工，并随葬三千把宝剑于墓中。为了

保守吴王墓的秘密，盛传吴王下葬三日之后，有一白虎蹲于

海涌山上，世说为吴王霸气凝聚而成。从那以后，便有了虎

丘的称谓，至今已两千五百年。 到了公元961年，虎丘顶上建



了七层八面砖塔一座。如今虎丘塔身已经严重倾斜，偏离中

心2。34米，虎丘斜塔日益著名，并且因为它和吴王墓扑朔迷

离的关系令科学家和游客控密兴致倍增。照理说，吴王墓建

于公元前496年，虎丘塔建于公元961年，前后相差一千五百

年，本不该有什么瓜葛。但如今山上山下两个古迹却休戚相

关。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到了虎丘山上之后我再作出详细

介绍。 [二山门] 虎丘古迹众多，除了虎丘塔之外，就要数眼

前的二山门即断梁殿了。断梁殿建于公元1338年。它的主梁

是由两根木料拼接而成，在两端设计了一排造型优美的斗拱

来托住悬挑出的大梁，解决了受力的问题。民间传说是元朝

一位皇帝故意出难题，下了一道圣旨，规定只能用专门配备

的材料建造，不许使用铁钉。但苏州工匠们没有被难倒，依

靠经验丰富的老匠师赛鲁班的精心建成了独具一格的殿门。

门两侧对联“塔影在波山光接屋，画船人语晓市花声”。描

述了虎丘历史上的盛况，房屋鳞次栉比，画船来来往往，话

语声、卖花的叫声组成了一幅繁华的市井图。 断梁殿上朝南

匾额为曾寿于1877年书补的“大吴胜壤”。朝北挂着由现代

学者梁漱溟书横匾“含真藏古”。这四个字出自顾恺之一千

六百多年前的《虎丘序略》。讲到虎丘，每个苏州人都可以

说出许多有关的民间传说，只要去掉这些传说的神奇色彩，

就可以看到苏州的历史文化及经济发展的原貌，因此，这个

“古”字“真”字向我们揭示了虎丘的真实价值。 说到这儿

，稍稍讲点题外话。虎丘是苏州著名的名胜古迹，在虎丘理

应保存有许多原汁原味的建筑。但实际上，除了虎丘塔外，

就是这座维修过多次的断梁殿沿可称原物，其余建筑均不到

百年。这是为什么呢？按照传统的中国人的理念，世间万物



“五行”，即水、金、木、火、土构成，因而中国建筑也基

于“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的观念，千百年来，

始终将砖木结构作为中国建筑的唯一形式，将石材拒之门外

。加上中国人”视建筑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未尝患

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这两点决定了中国

建筑容易被毁，不易保存。因而，我们只能说，该建筑始建

于什么年代，而不能说就是那个年代。 [憨憨泉] 这是一口古

井，叫憨憨泉。憨憨是梁代一位和尚的名字。相传他是个双

目失明的孤儿，到虎丘寺当小和尚。每天下山挑水，有一次

在这里因满地青苔滑了一咬。他想既有青苔一定潮湿，或许

就有泉眼，便用扁担在地上挖，终于找到了泉眼，并用泉水

治好了眼疾。从此取名憨憨泉。千百年来，憨憨泉水沏虎丘

白云茶一直是虎丘寺僧侍奉贵宾的佳品。 [试剑石] 这块中间

裂开的巨石叫试剑石。相传两千五百年前，吴王阖闾为了争

天下，召吴国铸剑高手干将、莫邪采“五山之精华、六合之

精英”，在苏州相门外开炉生火，治炼三月，始终不能达到

炉火纯青的程度。莫邪奋勇纵身火中，炉中金铁销熔，终于

铸成了一对雌雄双剑。 也有说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寻觅吴王

随葬的三千把宝剑，得到一剑后，随手向一块巨石砍去，巨

石当即裂成两半。 事实上再锋利的剑也不可能劈开巨石。试

剑石是典型的火山喷出的凝灰岩久经风化后沿着裂隙形成的

大缝，酷似剑劈。但人们仍然热衷于用剑劈开的传说，吴王

也乐得人们这样说。因为，在战事频频的春秋战国年代，吴

国有如此锋利之宝剑，无疑是吴国强大的见证，慑于吴国的

坚兵利器，小国不战自降。所以，这块试剑石说不定就是当

年政治骗局的见证。 在试剑石旁刻有元顾瑛的诗句：“剑试



一痕秋，崖倾水断流。如何百年后，不斩赵高头？” [枕石] 

这是一块巨大的蜒蝣石，因形如枕，故名。 关于枕石，有说

因为晋代高僧生公常在此阅读经书，倦了便枕石而眠，故得

名。也有说明秀才唐伯虎在此休憩，并各祝枝山调侃，由枕

石而眠想到夫妇共眠，再联想到生儿育女的游戏。因为和唐

伯虎有关，因而又有人把三笑姻缘各枕石联系了起来，称二

笑是唐伯虎在枕石上等秋香来时，见秋香来了，急急忙忙佯

装看书，把书拿颠倒了，引出了秋香的第二笑。 [千人石] 面

前这块暗紫色的盘陀大石就是虎丘的中心，千人石。远处的

篆亥为“千人座”。因石平坦如砥，广二亩，可容千人，故

名之。相传公元前496年吴王墓建成后，赐鸠酒于此，设鹤舞

助兴，千余名修墓者在此饮酒，鸠毒发作，惨死在这块巨石

上。到了晋代，高僧竺道生在此说法，虽然生公满腹经纶，

口吐莲花，吸引“千人座”，但信者寥寥。据史书记载：“

生公讲经，人无信者，于是聚石为徒，与谈至理，石皆点头

。”这就是成语：“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由来。旁边白

莲池中的石上刻着“顽石”二字，指的就是这一段故事。 [二

仙亭] 二仙亭是一座完全用石头雕琢的亭子。相传是吕洞宾和

陈抟下棋的地方。二仙在此下棋，一樵夫挑着一担柴路过，

见状便停下观棋，将扁担往地上一插，一盘棋还未看完，回

到村里，已无人认识他，因为已隔了好几代。这是“山中方

一日，人间已千年”的缘故。陈抟老祖以睡功著称。一觉醒

来遇见樵夫，樵夫和他说的话他不信，并把樵夫当作梦中人

，这就是对联中的上联：“梦中说梦原非梦”。下联就有点

玄乎，叫做：“元里求元便是元”。讲的是道的道理。元就

是玄，也就是道。玄之又玄，从妙之门。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然后又九九归一。从道出发，研究道的

理论，便得道。另一幅对联是“昔日岳阳曾显迹，今日虎阜

再留踪”。讲的是吕洞宾的行踪。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