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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居 易 与 虎 丘 白 公 堤

郭 铮

白居 易 (7 7 2一 8 4 6) 字 乐 天
,

原 籍 下 邦 ( 陕西 渭 南 )
。

生 于 河 南新 陈
,

是新 乐 府 诗歌运

动的 代 表
,

唐后 期杰 出 的 现 实 主 义 诗人
。

公 元 8 2 5 年
,

唐敬 宗 宝 历 元 年 3 月 4 日
,

白居 易被

任 命为 苏州 刺 史
。

3 月 29 日从 洛 阳 出 发
,

5 月 5 日到 达 苏 州 上 任
。

这 时
,

白居 易 54 岁
。

第二

年 9 月 初罢 官
,

在 苏州 当 了 19 个 月 的 刺 史
。

① 白居 易对 苏州 有很 深 的感情
,

离 苏 州 时 将 白 莲

白 藕和 太湖石 带 到 洛 阳
。 “ 白 白芙 蓉花

,

本 生 吴 江横 ” “ 谁 移 尔 至 此 了 姑 苏 白 使君 ” ( 《感

白莲花 》 ) “ 吴 中 白莲 洛中栽
,

莫 恋 江 南花 懒开
。

万 里 携归 尔知 否? 红 焦 朱模 不 将来 ” 。

( 《种 白莲 》 )

白居易始筑虎丘 堤

白居 易 是个 有识 之 士
,

他对 虎 丘 山 塘 风景 区 建 设 曾作 出 了 历 史 性的贡 献
。

他在 刺史 任上

筑 虎丘 塘 堤
,

接 通 山塘 河
。

在 唐代
,

山 塘 以西 一 带 厚来 是 沼 泽地
,

白居 易 “ 始凿 渠 以 通 南北

而 达 运河
,

由是 南行 北 上
,

无 不 便 之
,

而 习 为 通 川 ” 。 “ 又 缘 山 麓 凿水 四 周
,

溪 流 映带
,

别 成仙

岛
,

沧 波缓 溯
,

翠 岭徐 攀
,

尽 登 临 之 丽 瞩 矣 ” ② 白 居 易 还 在 通 济桥 到虎丘 西 山 庙桥 的塘 堤上

种上 了 桃 李莲 荷
,

③ 自此
, “ 虎 丘 山 下

,

白堤 七 里
,

绿舟 画 揖
,

衔 尾 以游 ” 。

④ 虎 丘 山塘 有
“ 白公 桥 妊

、 “ 白姆 桥 ” , “ 俱 白居 易 建” 。

白 公 桥 遗 址 在 “ 普 济桥 侧” 。

⑤

神秘的吴 王 阖 }可墓葬

战 国 时 代 吴 王 阖 间墓 葬 的传说 给虎 丘 增 添 了 神秘 为文 化 色彩
,

这 是 虎丘 发展 成风 景 名胜

的 文化基 础
。

对 于 此 事
,

《越 绝 书 》
、

《昊 越 春秋 》等都 有记 载
, “ 阖 间 葬虎 丘

,

十 万 人 治

葬
,

经 三 日
,

金 精化 为 白 虎
,

蹲 其 上
,

故 名 虎 山
。 ” “ 池 广六 十 步

,

水 深 五 丈
。

桐 廓三 重
,

坟池 六 尺
,

玉 鬼 之 流
、

扁 诸之 剑 三 千
,

`

方 圆 之 口 三 千
,

对 耗
、

鱼 肠 之 剑 在 焉
。 ” “ 昔 者吴 王

墓
,

秦帝欲 开 破 ” , “ 秦 始皇 东 巡 至 虎 丘
,

求 吴 王 宝 剑
,

其 虎 当 坟 而 踞
。

始 皇 以剑 击之
,

不

及误 于 石 ( 遗 迹 尚存 )
,

其 虎西 走 二 十 五 里
,

忽 失 于虎 缪
。 ” ( 即 今 浒 墅 ) “ 秦皇 凿 山

, 以

求珍 异
,

莫 知所 在
。

孙 权穿 之
,

亦无 所 得
。

其 凿处 遂 成 深 涧 ” ( 《吴 地 记 》 ) 《太平 寰 宇记 》

云
: “ 山 涧 是孙 权 所 发

,

以求 阖 间 宝 器
。 ” 阁

、

夫差
、

秦皇
、

孙 权 都为 虎 丘 文 化先 哲
。

宗 教文化 渗入虎丘 山寺

东 晋时 有 司 徒 王殉
、

司 空 王 珊在 虎 丘 营建 别 墅
。

公 元 3 27 年 ( 咸 和 2年 ) 王 氏 兄 弟 舍宅为

寺
,

名 虎 丘 寺
,

分 建 在 剑 池 下 东 西 两 寺
,

为 东 南名 刹
。

从 此
,

虎 丘 与余 教 文 化 结 下 不 解 之 缘
。

山 上 有 “ 东 山 庙
,

即 古短 簿祠
。

在 东 山 洪
,

祠 晋 司 徒王 询 ” 。 “ 西 山 庙
,

去 山 无 百 步
.

在平

壤
,

临 大溪
,

祠 晋 司 王殉” ⑥ 俗传 东晋 名 招 竺 道 生
、

梁 代 憨憨 尊者 住 虎 丘
,

故 有
“

生 公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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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 “ 千 人 石 ” 、 “ 点 头石 ” 、 “

憨 憨 泉” 等 古迹
。

又 传
,

阖间 墓 成
,

夫差 杀工 匠 于 此
,

血

染 岩石 成 殷 红 色
。

( 按
,

千 人 石 是 正 长石 晶 体
,

本 为 肉红 色 )
。

王 殉 《虎 丘 记 》
: “ 山 大势

四 面周 围
,

岭南则 是 山 径
,

两 面 壁 立
,

交 林上 合
,

蹊路 下 通
,

升 降 窈窕
,

亦 不 卒至
。 ” 南朝

顾 野 王 《虎 丘 山 序 》
: “ 秀 壁 数 寻

,

被 兰 杜 于 苔鲜
。

椿 枝千 初
,

挂 藤葛 于悬 萝
。

曲涧 潺 溪
,

修奠荫 映
。

路 若绝 而 复通
,

山 将断 而 更 缀
。

抑 巨丽 之 名 山
,

信大 吴 之 胜 壤也
。 ” 南朝 名人 何

求及 两 弟 何点
、

何允
,

陈 五 经 博 士 顾越
,

唐 谏 议 大夫 史德 义 均 隐居 虎 丘
。

虎丘 山 寺在南朝 陈 时 已有建 塔的文 献 记 载
。

(张 正 见 诗 句
“

洞 塔耀 山 庄 ” 。

江 整 诗 句 “ 宝 塔

据高垄 ” ) 塔址传 为 王 殉 琴台
。

现 存 宝 塔于 五 代 周 显 德 6 年 ( 9 5 6 ) 始建
,

宋建 隆 2 年 ( 9 6 1 )

落成
。

唐 时 避 太 祖 李 虎 讳
,

改虎 丘 为 武 丘
。

寺 改 为 武丘 报 恩 寺
。

会 昌间唐武 宗灭 佛
,

佛寺废

毁
。

后 合 为一 寺
。

虎 丘 寺 宇均 沿 山而 筑
,

将 山 绕于 建 筑 之 后
,

故 有 “ 山藏 寺 内 ” 的 说法
。

⑦ 综

上所 述
,

唐 代 白居 易 任苏 州 刺史 之 前
,

虎 丘 已 积 有 丰富的 文 化 资源
,

发展 成 著名 的游 览 胜地
。

“ 自吴 国 以来
,

山在 平 田 中
。

游 者率 霭 吁陌 以登
, ” “ 白居 易 守郡 时

,

尝 作虎 丘 路
,

免 于 病

涉
,

亦 可 障流 潦
。 ” ⑧

苏州刺史例 能诗

白 居 易 对 风 景 名 胜 区 建设 的 文 化 特 征 的 深 刻认 识
,

由来 已 久
。

任 江 州 司 马 时 游 遍 庐 山
,

任杭 州 刺 史又 游 览 钱塘名 胜
。

其著 名的 《草堂 记 》
、

《与 元 九 书 》被 誉为 风 景建 设 名 作
。

“ 匡 庐奇 秀 甲 天 下 ” 名句 脍炙 人 品
。

白居易 写 了很 多 赞美 和 怀念 苏州 的 诗
,

并将 一 部 《白 氏

长 庆集 》留藏 苏 州 南禅 寺
。

⑨ 韦应 物
、

白居 易
、

刘禹锡 先 后 任 苏州 刺史
,

人们誉 为 “ 苏 州 刺

史 例能诗 ” 。

L 白居 易对 苏州 虎 丘 名 胜 特别 赏识
,

自称 游览 虎 丘
“

一 年 十 二 度
,

非少 亦非 多 ”

( 《夜游 西 武 丘 寺 八 韵 》 )
。

白居 易 热爱 苏 州 的 文化 和 优 美风 景
,

有 《吴 中 好风 景 二 首 》为

证 :

吴 中 好 风 景
,

八 月 如三 月
。

水 若 叶 仍香
,

木 莲 花未 歇
。

海天 微 雨 散
,

江 郭纤 埃灭
。

暑退 衣 服 干
,

潮 生 船 舫活
。

两 衙渐 多 暇
,

亭午初 无热
。

骑吏 语 使 君
,

正 是 游时 节
。

昊 中好 风 景
,

风 景 无朝 暮
。

晚 色 万 家 烟
,

秋 声 八 月 树
。

舟 移 管弦动
,

桥 拥族 旗驻
。

改
一

号齐 云 楼
,

重 开 武 丘 路
。

况 当丰熟 岁
,

好是 欢游处
。

州 民劝 使君
,

且 莫 抛官去
。

太 守去 雄州 十 万 随送 行

白居 易 称 颂 苏州 经 济 繁荣 “人 稠 过 扬 府
,

坊 闹半 长 安 ” , “ 水 光 红 漾漾
,

树 色绿 漫 漫 ”

( 《齐云 楼 晚望 偶题 十 韵 》 )
, “ 人 烟 树 色 无 罐 隙

,

十 里 一 片青茫 茫” ( 《九 日宴集 醉题 郡

楼 》 )
。

唐 代分天 下 州 郡 为辅
、

雄
、

望
、

紧
、

上
、

中
、

下 七 等
。

唐 大历 13 年
,

因 苏 州人 口 众

多
,

财 富殷盛
,

政 事繁剧
,

升为 雄州
,

领 吴
、

长 洲
、

嘉兴
、

海 盐
、

常 熟
、

昆 山
、

华 亭 等七 县
。

据 《元 和 郡 县 志 》载
,

唐 元 和 间苏 州 有 1 008 0 8户
。

白居 易 有诗 “ 间 门 四望郁 苍 苍
,

始 觉州雄

上 俗 强
。

十 万 夫 家供课 税
,

五 千 子 弟 守 封 疆
。 ” ( 《登 间 门 闲望 》 ) “ 甲 郡 标 天 下

,

环 封 极

海滨
,

版 图 十 万 户
,

兵 籍 五 千人
。 ” 唐代 苏州 城有 “ 七 堰 八 门 六 十 坊 ” ( 《九 日宴集 醉题 郡

楼 》 ) 美丽 的 苏 州 城 内 “ 黄鹏 巷 口 莺欲 语
,

乌 鹊 河 头 冰 欲 消
。

绿 浪 东西 南 北 水
,

红 栏三 百 九

十 桥
。 ” ( 《正 月三 日闲 行 》 )

宝 历 2年
,

公 元 8 26 年
,

白居 易不 幸从 马 上 跌 下 来
,

扭伤 了 腰
。

到 了秋 天
,

眼病 发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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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乱空 中千片雪
,

蒙 笼 物上 一 重 纱 ; 纵逢 晴景 如 看雾
,

不 是 春天 亦见 花 ” ( 《眼 病二 首 》)
。

病 情很 重
,

所 以 白居 易只 得 辞官 “ 休 官道理 长
,

今秋 归去 定
”

( 《重 咏 》 )
。

这年 秋 冬
,

离 苏归

洛 阳
。

苏州 人 民 对 白居 易离 任 十分 婉惜
。 “ 浩浩姑 苏 民

,

郁郁 长 洲城
,

来渐 荷 宠命
,

未愧 无

能 名
。

青紫行 将 吏
,

斑 白 列 黎氓
。

一 时 临水 拜
,

十里 随舟行
。

馋 筵犹 未 收
,

征 掉不 可 停
。

稍 隔烟

树 色
,

尚闻丝 竹声
。

怅 望武 丘 路
,

沉 吟浒 水 亭
。

还 乡 信有 兴
,

去 郡 能 无情 ? !,, ( 《别 苏州 )))

刘 禹锡 《白太 守行 》
: “太 守 驻 行 舟

,

间 门 草妻妻 ; 择 抉 谢 啼者
,

依 然 两 眉 低
。 ” “ 苏州 十

万 户
,

尽 作 婴 儿 啼
。 ”

吴 民三 百 年不见 兵革

虎 丘 山塘 风景 名 胜的文 化 内涵 在 宋代更 向纵 深 发展
。

王 禹俱有诗
: “ 乐 天 曾守 郡

,

酷爱

虎 丘 山
。

一 年 十 二 度
,

五 马 来 松 关
。

我 今方 吏 隐
,

心 在 云 水 间
。

野 性 群 糜 鹿
,

忘 机 押 鸥鹏
。

乘兴 即 一 到
,

兴尽 聊 自还
。

苏 州 州 学 教授 朱 长 文称
:

不 知使 君 贵
,

何 似长 官 闲? ” ((( 游虎 丘 观 白傅 旧题 因 而 有作 》 )

“ 虎 丘 之 景
,

盖有 三 绝
。

峰 峭壁
,

势 足千 初
,

一 绝 也
。

近 临郭 郭
,

矗起 原 湿
。

海虞
。

震 湖沧 洲
,

云 气 出没
。

廓然 四顾
,

指掌 千 里
,

“ 望 山 之 形
,

越 岗 陵
。

而 登 之 者
,

见 层

旁 无连 属
,

万 景 都会
。

西 联弯窿
,

北 亘

二 绝也
。

剑 池 乱 停
,

澈 海浸 云
,

不 盈 不

虚
,

终古 湛湛
,

三 绝也 ”

讫 宣 和
,

更 七 代 三 百年
,

。

((( 蒲章 诸公 唱 和 诗 题 辞 》)@从 白居易 任 苏 州刺史 起
, “ 盖 自长 庆

吴 人 老 死 不 见兵 革
,

覆 露生 养
,

至 四 十 三 万 家
。

而 太 伯庙栋
,

犹 有

唐 昭 宗 时 宁海 镇东 军 节 度使 钱谬 姓名书 其上
,

可 谓 盛 矣
。 ” ( “ 建 炎 盗 起

,

官 寺 民 庐
,

一 夕

为 灰 烬 ” ) L 苏州 虎 丘 由于 文 化积 累而 发展成 为 “ 吴 中 第一 名胜 ” , “ 到苏 州 而 不 到虎 丘
,

乃 是 憾事
。 ” ( 苏 轼 )

三 市 三会 与 山塘文 化

直 到清 代
,

虎 丘 有 “ 三 市 三 会 ” 。

春为 牡丹 市
,

秋为 木 棵 市
,

夏 为 乘 凉市
。

清 明
、

七 月

半
、

十 月 朝为 三 节会
。

文 化 和 旅 游是 相 辅 相 成 的
。

文 化 促 进 旅 游
,

旅 游 包 含 了 丰富的 文化 内容
。

“

虎 丘 山 塘 游赏者 春秋 为 盛
。

当 花 晨 月 夕
,

仙侣 同 舟
,

佳 人拾 翠
。

四 方 宦 游之 辈
,

糜 不 毕 集
。

花

市 则 红 紫缤纷
,

古玩 则 金 玉 灿 烂
,

孩 童 弄 具
,

竹 器 用 物
,

鱼 龙杂 戏
,

罗 布 星 列
,

令人 目不 给

赏
。 ” “ 至 于红 栏 水 阁

,

点 缀 画桥 疏 柳
。

斗 茶
、

赌酒
,

肴 撰倍 于 常价
,

而 人 愿 之 者
,

乐 其便

也
。 ” 有诗 云 “ 觅 得 百 花 深 处 泊

,

销 魂 只 在 野 芳 洪
, ” “ 寒 食 山 塘路

。

游人 队 队偕 ” 。

明 代诗人 袁 宏 道 在 万 历 末 年任 吴县 知县 时 曾与 江 进 之 ( 长 洲知县 ) 商议在虎 丘 平远 堂 旧

址 “ 祠韦苏 州
、

白 乐 天 诸公 于 其中 ” ,

袁 宏 道 有文
: “ 虎 丘 去 城 可 七 八 里

,

其 山 无高 岩 邃 壑

独 以近 城故
,

萧 鼓楼 船
,

无 日无之
。

凡 月 之 夜
,

花 之 晨
,

雪 之 夕
,

游人 往来
,

纷 错 如 织
,

而

中 秋 尤胜
。

每至 是 日
,

倾 城 阖 户
,

连 臂而 至
。

衣 冠 士 女
,

下 追部屋
,

莫不 靓 桩丽 服
,

重 茵 累

席
,

置酒交 衙 问
。

从 千 人 石
_

L至 山 门
,

栉 比 如 鳞
,

檀板 丘 积
,

蹲 番云 泻
,

远 而 望 之
,

如 雁 落

平沙
,

霞铺 江上
,

雷辊 电 霍
,

无得 而 状 ” ( 袁宏 道 《锦 帆集 之 二
—

游记
·

虎丘 》) 明人 张岱

亦有 “ 虎 丘 中 秋 夜” 散 文 ( 《陶庵梦 忆 》 ) 记 述 内容
,

生 动 感人
。

白公 祠的文 化优 势

苏州 人 为纪 念 白居 易
,

称 颂 他对 虎丘 山 塘 风景 区 建设 的功绩
。

在虎 丘 山 下 建 有 “ 白公 祠
” ,

一 5 一1



在郡 圃 有 “ 白公 桧 ” 、 “ 思 白 堂” 。

清 代 “ 白公 祠 ” 显 示 了 苏州文 化 的优势
,

白公 祠在
“ 虎 丘

山 洪
。

祠唐 太 子 少 傅 居易
。 ” “ 嘉庆 二 年 任太 守兆 桐 即 蒋 氏 塔影 园改 建

。 ” “ 中 有 思 白堂
。

旁为 怀杜 和
、

仰 苏楼
,

供少 陵
、

东 坡 栗 主
。 ” “ 又 有 万 丈 楼

。

在 怀杜 阁 之 东
,

供 李 青莲 木主
”

“ 疏 泉叠 石
,

花 木郁然
,

为 官府 公 徐 宴集并 往 来 嘉客游 览 之 所
。 ”

在 白 公 祠 内有 钱大 听 代 替任

兆 炯 撰
,

由吴 庆 孙 书的 《白公 祠记 》和 《园 亭 记 》
。

两 块 碑都 嵌在祠 壁
。

道 光 5 年
。

又 增慕

李 轩
。

黄 时 敏写 对 联
:

祠 分唐 宋名 贤
,

天 为青莲 留此 席 ;

节近 春秋佳 日
,

人 来 白社 揖 先生
。

颜 曰 “ 塔影 山 光 ” ,

额 曰 “ 堤 上 留春 ” 。

柱联 ( 贺 长龄书 ) 为
:

唐 代 论 诗 人 李 杜 以还 惟 有 儿 篇 新乐 府 ;

苏 州 怀刺 史 湖 山 之 曲 尚 留 三 亩 旧 祠 堂
。

白公 祠所 集诗篇
,

美不 胜 收
,

兹 选 录 一 首
。

当 年 盛 况
,

可 见 一 斑
。

L

长 庆 风 流 贤刺史
,

江 南 佳 丽 占苏杭
。

诗 名 旧被 鸡林 远
,

设 像 新祠虎 阜 旁
。

自筑 湖 堤 安 泽 国
,

独 留古桃 颂 甘棠
。

客中愧 乏 溪 毛 荐
,

敬 奉 平 生
一

瓣 香
。

白公 祠 旧 址
,

即 今 市 二 十 八 中 学 校 舍
。

自咸 丰 庚 中 以来
。

背 日虎
_

}拍 公暗 萦荣 景 象 被 清 军 破 坏 后 禾 得 完全 恢复
。

L 以 历 史文 化 的

视 角 研究 和开 发虎 丘 山 塘 自 堤 风 只 区
,

将 足 苏 州 学 术 界 重 要 任务 之 一
。

注 释
:

① 白 居 易 《河 亭 晴望 》诗 ( 自注
:

九 月 八 口 )
: “ 郡 静 官初罢

,

乡 遥 信未 回
。

明

朝 是重 九
,

谁劝菊 花杯 ? ” 《华 严经 社 石 记 》
: “ ⋯ ⋯ 宝 历 二 年 九 月二 十 五 日

,

前 苏 州 刺史

白居 记
” 。

据 以上 两则 材 料推断
。

白居 易 于 宝 历 2 年 g 月 初罢 官
。

② 《长洲县 志 》

③ 自居 易 《武 丘 寺 路 》诗
: “ 自开 山 寺路

,

水 陆往 来 频
.

银 勒 牵骄 马
,

花 船 载丽 人
。

艾

荷生 欲 遍
,

桃 李种 仍新 ( 白 氏 原 注
:

去 年重 升 寺 路
,

桃 李 莲 荷
,

约种 数 千 株 )
。

好 住 湖 堤

上
,

长留 一 进 春 ” 。

④ 《清 嘉 录 》 ⑤ 徐
一
! : 铁 《里 俗 聊 闻 》 ⑥ ⑧L 顾禄 《桐 桥 倚

掉录 》义 云 “ 长 径 庙
,

在 虎 丘山 西
,

利 音 司 徒 王峋
、

司 空 王 抿
。

此 处 居 民 又 合奉 为 土 神
。 ”

按
,

东 山 庙 }日址 东8 0年 代 己 改建 为
“

万 只 山庄
J

盆只 园
,

非 议 者甚 多
。

⑦ 明 初 高 启 《虎 丘 》

诗
: “ 望 月登 楼 海 气昏

,

剑 池 官 氏镇 云板
。

老 僧 只 恐 山 移去
,

日落 光 教 锁寺 门
。 ’夕

⑨建 炎 4 年
,

金 兀 术 侵 入 苏 州
。

大 火烧 了 五 处 夜
,

庸 代 文 物 都成 灰烬
。

L 刘 禹 锡 诗 句 “ 苏州 刺 史 例 能 诗
, 卫可掖今 来 替左 司 ” 。

@范 成 大 《吴 郡 志 》卷 16
。

米长 文 元 枯 3 年 ( 1 088 ) 4 月题
。

L 孙 规 《枫 桥 寺记 》
。

《吴 郡 志 》卷 32 载
。

L 俞平 伯 诗句 “ 山 培 七里 繁华 梦
,

赢得 姑 一 炬 炙: ”

注 引《漏 网隅鱼 集》
: “ 山 塘 中市数处

火 起
,

补、 、 : 忠汾
, _

上 犷城处 处 燃 烧
,

先 焰 蔽 天
:

上 下 通 红 ” 。

当请 军 在 咸 丰庚 申退出 苏 州 之 际
,

举 火 一 笑
。

( 见 《徊侨偷 掉录
·

附录 》
。

)

一 5 一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