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 O URN L O F Z H E AJ I AN G I N S T RY & T R E O L Y T E H N I U D D P C C A

V b1 4 N o
.

l

M a L 20 04

期月第 4 卷第 1

200 4 年 0 3

杭州钱王祠变迁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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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杭州钱王祠是祭祠五代吴越国三世五王的庙堂
。

从吴越衣锦军生祠和越州马臻湖武肃王庙到杭州龙山表忠

观
、

西湖东南岸表忠观 (后称为钱王祠 )
,

作者考证了历史变迁以及建筑规格
、

品性和内涵等方面
,

表彰钱氏家族以国

家
、

民族利益为重
,

提倡宏扬中华民族特有的凝聚力
、

亲和力和认同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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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钱王祠
,

原名表忠观
,

是祭祀五代吴越国王钱谬及其子文穆王钱元灌
、

孙忠献王钱弘佐忠逊王钱

弘徐
、

忠爵王钱弘椒三世五王的庙堂
。

五代后梁开平元年 ( 9 0 7年 )
,

镇海军节度使钱谬被封为吴越王
。

龙德三年 ( 9 2 3年 )
,

又册封为吴

越国王
,

钱
“
以前大元帅府为国治

”
①

,

杭州始为帝王之都
。

吴越国先后有三代五王
,

其疆域东濒大海
,

西邻歇州 (今安徽黄山 )
,

南连漳
、

泉 (今福建漳州和泉州 )
,

北达常
、

润 (今江苏常州和镇江 )
,

拥有

十三州
、

一军之地
。

吴越国时期
,

是杭州城市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
,

宋王明清 《玉照新志》 中说
: “

杭州在唐
,

繁雄

不及姑苏
、

会稽二郡
,

因钱氏建国始盛
。 ”

②

吴越国经营东南沿海期间
,

正值中原
“

五代
”

(后梁
、

后唐
、

后晋
、

后汉
、

后周 ) 到北宋的递擅之

际
,

刀光剑影
,

战乱频仍
,

王朝更迭
,

社会生产力和文化遭受严重破坏
,

民生凋敝
。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
,

吴越钱氏诸王采取保境安民
,

臣事中原
,

劝课农桑
,

发展经济
,

扶持佛教
,

崇尚文化的国策
,

使两浙

免遭战乱的蹂蹭
。

早在后梁开平二年 ( 9 0 8年 )
,

钱谬就
“

筑捍海石塘
,

广杭州城
,

大修台馆
。

由是钱塘

富庶盛于东南
。 ”

③宋初政治家兼文学家欧阳修
,

尽管出于
“
正统偏见

”

和政治需要而在 《新五代史》 中

贬低钱氏
“

常重敛其民以事奢膺
” 、 “

百年之际
,

虐用其人
”
④

,

但是仅仅过了六年
,

他就在为梅挚出

任杭州知州后所撰写的 《有美堂记 》 文中
,

比较了南唐 (十国之一 ) 国都金陵 (今江苏南京 ) 与吴越国都

钱塘 ( 即杭州 ) 入宋之际的不同遭际而一贬一褒道
: “

金陵以后服见诛
。

今其江山虽在
,

而颓垣废止
,

荒

烟野草
,

过而览者
,

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枪
。

独钱塘自五代时
,

知尊中国
,

效臣顺
,

及其亡也
,

顿首请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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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烦干戈
。

今其民幸富足安乐
,

又俗习工巧
,

邑屋华丽
,

盖十万余家
。

环以湖山
,

左右映带
,

而闽商海

贾
,

风帆浪舶
,

出入于江涛浩渺
、

烟云杳霭之间
,

可谓盛矣
。 ”

⑤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
,

北宋王朝建立后
,

钱谬之孙
、

吴越国王钱弘椒顺应历史潮流
,

将所辖十三州一军

之地归属北宋版图
,

避免了与宋朝大军兵戎相见
,

使两浙一带百姓免遭战乱摧残生灵涂炭之灾
。

此举在中

国历来最敏感的统一与分裂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具有典范的意义
,

被历代大一统中央政权所表彰
,

褒功述

事
,

激励名节
,

吴越国王钱氏的勋绩由此而昭明于世
。

五代吴越国之后
,

中国兴衰演变
,

两浙一带百姓
“

追思钱氏
,

百年如新
” 。

⑥杭州钱王祠也因其独特

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底蕴
,

引发人们的历史沧桑之感
,

在西湖诸多名胜古迹中
,

显耀着久远的
、

深厚的历

史
、

人文价值
。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
,

杭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西湖柳浪闻莺原址重建钱王祠
。

本文在钩稽
、

整理大

量文献史料的基础上
,

试对杭州钱王祠的肇建
、

迁建
、

重建和祠庙的建筑布局
、

规格
、

陈设内涵以及相关

的其他重要史况
、

史迹
,

作一概括的基本记述和评说
,

以期对钱王祠的重建及其文化陈设提供可资参考利

用的思路线索
。

一
、

吴越衣锦军 ( 临安 ) 生祠和越州 ( 绍兴 ) 马臻湖武肃王庙

吴越国
“

钱王
”

祠的始建
,

可追溯到公元 10 世纪前半叶
。

后梁开平 四年 ( 9 10 年
,

吴越钱谬天宝三

年 )
, “

杭
、

越等州将吏士民者艾列状
” ,

请求为钱谬建
“
生祠

” ,

未允
。

次年四月
,

建生祠之请获准
,

梁太祖救遣刑部侍郎李光嗣到杭州
,

建钱谬生祠于衣锦军 (今浙江临安
,

为钱氏故里
,

今隶属杭州市 )
,

开建造钱氏祀庙之先河
。

祠成后
,

复救翰林学士李琪撰碑铭
,

有云
: “

敬崇育昊
,

虔奉细黄
,

百灵输歌谷

之祥
,

万庚洽京抵之稳
。

用天分地
,

务稿劝农
,

保慈俭以律身
,

变易卤而收利
。

攘攘多称
,

人为万石之

家
;
腆腆良田

,

户有千金之堰
。

风谣逸豫
,

礼让兴行
,

君子谓之乐郊
,

神人称其福地
。

岂可使燕山车骑
,

空名幕府之勋
;
齐国相君

,

不颂祠堂之美 ! ”

⑦

五代后唐 ( 明宗 ) 长兴三年 ( 932 年 ) 三月
,

钱谬因病辞世
。

四月
,

讣闻于唐
,

溢
“

武肃
” ,

同月葬

于衣锦军 (今浙江临安 )
。

是年
,

嗣承王位的钱谬第七子钱元灌
,

为亡父建祀庙于
“

始封之越国
”

即越州

(今浙江绍兴 ) 马臻湖畔
,

是为钱氏
“
生祠

”

之外最早的五代吴越王祀庙
。

四年后 (清泰三年
,

936 年 )

的八月
,

钱元灌率群臣奉迎钱锣雕像入于庙中
,

皮光业撰 《吴越国武肃王庙碑》 记其事
,

其中对雕像
、

庙

貌格局 以及庙内外环境的描述写道
: “

前则广厦交阴
,

芳亭对构
。

紫石伏狡祝之影
,

朱栏交菌曹之光
。

正

启重门
,

并立神将
。

侍卫兵杖
,

戈戟森然
。

文武官班
,

替据肃列
。

直出雨道
,

千步有余
。

河枕投醒
,

波通

射的
。

莲菱绕于水阁
,

桐桂夹于星桥
。

左则回抱粉廊
,

连延绮栋
,

并图曹署
,

各列司存
。

乃至早世勋臣
,

无禄公子
,

皆塑仪像
,

并配荐羞
。

右则修庆飞亮
,

绿窗丹墉
。

阴兵神马
,

见雷电而设风云
; 明灶净厨

,

备

集盛而烹肥豚
。

景物则高杉矮桂
,

粉竹金松
,

夹砌名花
,

连阶瑞草
。

烟岚菊蔚
,

便是阴宫
; 云雾朦笼

,

居

然神府
。 ”

⑧后世兴建的钱王祀祠
,

在建筑格局和陈设布置上
,

或多或少受到此庙形制的影响
。

二
、

杭州龙山表忠观

北宋熙宁十年 ( 1 077 年 ) 十月
,

杭州知州赵抹有感于钱氏
“

有功于朝廷甚大
” ,

为
“

劝奖忠臣
,

慰

答民心
” ,

于杭州龙山 (今称玉皇山 ) 以废佛寺妙因院者改建为宫观
, “

以称朝廷待钱氏之意
” 。

宋神宗

赐名
“

表忠观
” ,

苏轼撰 《表忠观碑记》
,

盛赞钱氏功绩
。

观中供奉钱氏三代四王 ( 忠逊王徐未列 )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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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钱氏之孙为道士曰 自然者居之
” , “

籍其地之所入
,

以时修祠宇
,

封植其草木
”
⑨

。

观之旁
, “

有武

肃之子与孙文穆
、

忠献两王墓
”
L

。

事实上
,

表忠观的建造经费
,

主要来自募捐所得
,

到宋神宗元丰二年 ( 1 0 7 9年 ) 之后才建成
。

苏轼

这一年正在湖州
,

闻知建观募款并不顺利后
,

即捐
“

千金
”

为助
,

其 《送表忠观钱道士归杭》 诗中写道
:

“
先王旧德在民心

,

著令称忠上意深
。

堕泪行看会祠下
,

挂名争欲刻碑阴
。

凄凉破屋尘凝坐
,

憔悴云孙雪

满替
。

未信诸豪容郭解
,

却从他县施千金
。 ”

⑧

宋室南渡后
,

龙山表忠观在绍兴 ( 11 31 一 1 162 年 ) 至咸淳 ( 12 65 一 12 74 年 ) 的 14 0年间
, “

凡四修

葺
”
L

。

宋理宗时
,

朝廷还曾
“
给田三百亩

” , “ 以族旧功
”
L

,

也即拨给表忠观一大块庙产田作为日常维

护的资金来源
。

据潜说友 《咸淳临安志》 记载
,

到宋度宗登位后
,

表忠观因年岁已久又呈破败
,

这是因为

钱氏五王庙
“

在观之西南数十步外
,

洒扫非便
” 。

咸淳七年 ( 1271 年 )
, “

合庙
、

观为一
,

拓地筑基
,

改

创三清大殿
。

而即殿之故址创五王庙
,

栋宇宏丽
,

像设森严
。

若内外门
,

若两庞
,

以至钟楼
、

斋堂
、

云林

阁等
,

或增或葺
,

焕然更新
。

又辟速而东
,

凿池而方
。

圣朝褒忠之意至是益大章显云
。 ”

L

据上述记载推想可知
,

龙山表忠观
,

系按道观的形制格局建成
,

而其中的
“ 五王庙

”

却与观的主体建

筑相隔
“

数十步
”

(宋制一
“

步
”

大约相当于今 1米。
。

到南宋末年重修时
,

才使观
、

庙合一
,

其中有三

清殿
、

五王庙
、

钟楼
、

斋堂
、

云林阁及两庆等建筑
。

可见其时整座表忠观占地面积相当可观
。

观之外
,

还

辟有东向的雨道
,

说明龙山表忠观建筑群的中轴线呈东西走向
。

甫道两侧 (或道中段 )
,

又辟有平面呈方

形的水池
。

这样的格局风貌
,

对后来重建在西湖东南岸的钱王祠有着明显的影响
。

元前至元 ( 12 64
一

1294 年 ) 初
,

元蒙大兵压境
,

南宋亡国
,

表忠观遇兵焚而
“

观
、

墓俱毁
” 。

到明武

宗正德年间 ( 1 5 0 6
一

1521 年 )
,

龙山表忠观遗址已成为
“

江尚书兆域 (即墓地 )
”
L

。

现在这里已成为杭州

南山陵园入园后的一片园林及道路等
。

三
、

西湖东南岸表忠观 ( 钱王祠 )

明嘉靖三十九年 ( 1560 年 )
,

浙江督抚胡宗宪等以西湖涌金 门外灵芝寺故址之地重建表忠观
,

塑吴

越国三世五王像
,

杭州知府陈柯重镌苏轼 《表忠观碑记 》
,

由钱氏十九世裔孙钱德洪司理祠务L
。

灵芝寺

所在
,

原为吴越王钱氏在西湖畔辟建的园墅
,

称西园
,

因地生灵芝
,

被视为吉祥之兆
,

吴越王钱椒 ( 因避

宋太祖赵匡 f)L 讳而改原名弘椒为椒 ) 于是舍园建寺
,

称灵芝寺
,

时为宋太平兴国元年 ( 976 年 )
。

南宋

初
,

灵芝寺毁于兵资
,

绍兴年间部分改辟为显应观
,

称盛一时
, “

为新进士会年题名之所
” 。

L灵芝寺占

地范围相当宽广
,

其地濒临西湖
,

背倚城市
,

面湖建依光堂
,

景观风貌堪称一流
,

宋末元初诗人董嗣果

《西湖百咏》 七律组诗中有 《依光堂》 专篇赋赞
,

诗云
: “

尘凝舫座忆垂衣
:
古今湖波锦四围

。

灵毓紫芝

秀无数
,

光开绿玉片金辉
。

松窗自掩空莲社
,

石榻相朝臣柳枝
。

半卷珠帘看景落
,

鼓箫长送画船归
。 ”

L 明张岱 《西湖梦寻 》 中说
:

灵芝寺
“
元末寺毁

,

明永乐初释竺源再造
。

万历二十二年重修
。 ”

L

胡宗宪迁建表忠观为前后两进院落
, “

进石坊折而为桥
,

又石坊为门
,

有东坡书表忠观石刻碑亭
。

正

宇奉五王像
,

有新建伯王守仁
“

顺天者存
”

匾
,

后为庆系堂⑧
。

由此可见
,

西湖岸上的表忠观前至少曾

有两座石坊
,

且居前者并不在建筑中轴线上
。

西湖岸表忠观建成后
,

杭州知府陈柯
“
病东坡之碑残剥

,

为

易石摹刻之以置诸新祠
,

使渴王祠者读兹文以思王德
,

庶几斯祠
、

斯文
,

相与传世千百于无穷也
。 ”

L

明崇祯年间 ( 16 28 一 16 44 年 )
,

钱氏后裔钱国本
、

钱士璋等重葺钱王祠
。

L名士张岱撰题楹联云
: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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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能分土
,

提乡兵杀宏诛昌
,

一十四州
,

鸡犬桑麻
,

撑住东南北壁
; 志在顺天

,

求真主迎周归宋
,

九十

八年
,

象犀筐筐
,

混同吴越一家
。 ”

⑧

清康熙四十四年 ( 1 705 年 ) 春
,

清圣祖玄烨第四次南巡时到钱王祠
,

御笔题书
“

保障江 山
”
匾额

,

钱氏后裔据以制成巨匾
,

悬置于祠正殿 L
。

两年后 ( 17 07 年 ) 的春天
,

康熙再到钱王祠
, “

四月初九

日
,

圣祖幸柳浪闻莺
,

随命至表忠观看新悬御书匾额
。 ”

L 康熙五十六年 ( 17 17 年 )
,

浙江巡抚朱轼捐

棒重修钱王祠
, “

庙貌稍稍完整
。 ”

L

雍正五年 ( 17 29 年 ) 秋七月
,

浙江总督李卫捐傣重修钱王祠
,

次年落成
。

祠前增建石坊
,

题额曰

“

功德崇坊
” ,

并添建御碑亭
、

配房
、

彭祖阁
,

祠周围筑墙垣
。

李卫 《重建诚应武肃王祠碑记 》 描述道
:

“

是役也
,

始于丁未十一月
,

迄戊申八月竣事
。

观旁西湖
,

由湖而上
,

则有阶
,

历阶而进
,

则有坊
,

有亭

以奉御碑
,

有桥以驾碧沼
,

有门二重
,

有殿有楼
,

殿供王像
,

楼供王得姓之祖商贤大夫焉
。

循旧制也
。

前

后有墙
,

东西有廊
,

其间鱼鳞凤集
,

藻井绮疏
,

无不照灼而选材坚固
,

又足以为久远之计
。 ”

L

值得一提的是
,

钱王祠前功德坊俯临湖堤碧波
,

与丹宫翠顶一起掩映于垂杨烟丝万绿之中
。

每当旭 日

初升
、

霞光绚烂
、

晓雾迷离之时
,

石坊披彩浴辉
,

胜概引人瞩 目
。 “

功德崇坊
”

被列为当时所定
“

增修西

湖十八景
”

次席
。

⑧

另据 《清波小志 》 所载
,

李卫曾将钱王祠被
“

旗人盗占之地
,

尽行追还
,

又以罚援数千金
,

前后构造

一新
,

碧瓦朱亮
,

照耀湖山矣
。 ”

L

从文献记载的情况看
,

表忠观被称为
“

钱王祠
” ,

很可能就是始于以西湖东岸灵芝寺改建的前后
,

如

杭州知府陈柯所撰记述改建事的碑记
,

即题为 《改建钱王祠碑记 》
。

入清以后
,

李卫
、

傅王露等纂修的雍

正 《西湖志》 卷十四
“
祠宇

” ,

更以 “
钱王祠

”

作为条目名称
,

而在其下夹注
“

在涌金门外南
,

旧名表忠

观
”
云云

。

此后
, “

钱王祠
”

取代了表忠观而成为通称
。

与钱王祠此番重修同时
,

钱塘江海塘工程竣工
,

在海宁州春熙门内 (今浙江海宁市盐官镇 ) 建海神

庙
, “

奉上谕
” “

以唐吴越国武肃王救封诚应武肃王及吴行人英卫公伍员配享殿庭
” 。 “

其左右两房以越

上大夫文种等十六人从祀
。

御制碑文以昭灵既
” ,

清宪宗允镇为此题书了
“

澄澜保障
”

的匾额和
“
百谷归

墟泽汇江湖资利济
;
三叠循轨潮平兔储庆安恬

”

的楹帖 (对联 )
。

L

至此
,

历朝官方对钱锣的评价
,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

钱王祠建筑格局
、

品位和影响也相应获得扩

展和提升
。

清乾隆朝
,

钱王祠进入它创建以来的繁盛时期
。

清高宗弘历六次南巡到杭州
,

每次都
“
临幸

”

此地
,

五赐
“

哀翰
” ,

遣官致祭
,

褒功述事
,

赐诗赞美
,

历述如下
:

乾隆十六年 ( 17 51 年 ) 三月初十 日
,

书
“

忠

顺贻麻
”

额
; 二十二年 ( 17 57 年 ) 春

,

遣官致祭
,

赐诗褒美
; 二十七年 ( 17 62 年 ) 三月初二

,

入殿拱

揖
,

赐藏香一支
,

初五
,

钱氏后裔
“
以世传唐赐铁券及五王像于西湖行宫 (按

:

即今西湖孤山中山公园 )

进呈
” ,

未久
,

乾隆赋 《铁券歌 》 一首
,

命钱氏裔孙
、

刑部尚书钱陈群和韵同赋
,

当时随行的大臣也各有

和作
;
三十年 ( 17 6 5年 ) 春三月十 四日

,

到过钱王祠
; 四十五年 ( 17 80 年 ) 三 月初九 日

,

乾隆自凤凰山

至钱王祠 (表忠观 )
,

并在此登舟返孤山行宫
; 四十九年春

,

乾隆六到钱王祠 (表忠观 )
,

留题五言诗一

首
: “

明圣湖南岸
,

钱王观宇留
。

虽因忠赵宋
,

固足表千秋
。

几阅荆凡易
,

依然姐豆酬
。

杨吴及马楚
,

膛

矣那能铸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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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九年 ( 1 794年 )
,

钱王祠栋宇倾纪
,

钱氏裔孙呈请浙江省修葺
。

浙江巡抚吉庆
、

布政使张

朝给
、

盐运使阿林保等带头各出傣钱
,

命杭州知府李亨主持修复
, “

增建碑亭左右六间
,

画廊三十间
。

正

殿基培高三尺
,

易壑垣以砖石
。

重肖五王像设
。

计费白金三千四百两有奇
,

又增给银六百两置盐运司库发

商榷子母
,

为岁修之费
,

藏事于乾隆六十年
。 ”

L这次修复耗时百余日
,

并将明杭州知府陈柯摹本 《表

忠观碑记》
“
重树于御书堂之右

” , “

从郡库中移旧刻二石并树于左
。 ”

杭州才子袁枚代李亨撰作 《重修

武肃王庙记》
,

而钱 氏后裔作为修复工程发起人
, “

坞工树石
” ,

实始终其事
。

落成后
,

适逢阮元出任浙

江学政
,

他
“

入观展拜
,

乐观厥成
。

爱以重修落成
,

命十一府士子赋诗纪事
,

凡得诗千有余篇
,

极一时之

盛
。

L

清道光七年 ( 18 2 7年 )
,

钱氏二十八世孙钱拭以
“

越岁既久
,

栋宇多剥
”

为由
,

再次呈请重修钱王

祠
,

浙江巡抚帅承壕
、

署理巡抚黄鸣杰允之
。

这次重修
“

始御书堂
,

次正殿
,

次彭祖阁
,

次庆系堂
,

门庭

廊庞及荐享之器图不具
。

经始于道光七年二月二十
一

八 日
,

越明年八月二十四日告成
。

历时十八个月之久
。

凡正室十一间
,

旁室二十二间
,

视 甲寅 ( 即乾隆五十九年 ) 所修
,

仍者十之三
,

而创者十之七
,

亦可谓工

费力弹者矣 ! ”
L钱王祠的建筑规模臻至历史鼎盛之巅峰

。

道光十六年 ( 1836 年 ) 八月
,

清宣宗昊宁赐给

钱王祠御书
“

朝宗效社
”

匾额
,

并康熙
、

雍正和乾隆所书匾额同悬于前殿 ( 即御书堂 )
。

L

综上所述
,

自清康熙至道光
,

钱王祠屡屡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关注
,

经一再修建而蔚成西湖一大神庙建

筑群景观
,

其中主体建筑按传统祭祀建筑格局布排
,

中轴线上由西而东先后为功德坊
、

门庐
、

门廊
、

前殿

(御书堂 )
、

正殿
、

后殿 (彭祖阁 )
、

尾殿 (庆系堂 )
;
中轴线两侧设庆殿

,

殿外侧另建杂用房
;
建筑群

四周筑墙垣 (围墙 ) ;
墙内殿堂之间为庭院

,

植树木花草
。

清咸丰十年到十一年 ( 1861 年 )
,

太平天国李秀成部两度攻占杭州城
,

尤以第二次攻城战事甚为惨

烈
。

钱王祠在战乱之中毁灭殆尽
。

同治六年 ( 1867 年 )
,

署理浙江巡抚蒋益遭
“

拨款重兴
”

修复钱王祠
,

次年
,

钱氏后裔请求每年由浙江省盐运司库拨银五十两作为钱王祠常年修缮之资
。

L

清光绪三十年 ( 19 04 年 )
,

钱王祠前重立功德坊
。 “

功德坊
”

右 (前 ) 题
: “

光赌三十年甲辰孟

秋
”

援
“

跋
” :

拇浙使者衡山晶缉集布政使常熟翁曾柱盛逢使畏 白惠森候捕知蒜湘潭翁光奎
” 。

L其时
,

钱王祠中仍生长着四株古桂花树
, “

大皆合抱
,

花时游人如织
。 ” “

木裤岁岁秋风香
。 ”

L

民国期间
,

钱王祠两起两落
,

折射出国家和社会动乱频频的坎坷命运
。

19 21 年 ( 民国 10 年 )
,

杭县

政府经勘丈后
, “

填给二二八六号户折
” ,

明确了钱王祠用地
“

计地三十六亩七分二厘五毫
、

荡一十九亩

一厘二毫九丝
” 。

次年秋
, “

风雨为灾
,

钱王祠大殿左右墙垣与彭祖阁均 己毁坏
” ,

钱锣第三十二世裔孙

钱文选 ( 曾任滇
、

浙
、

闽等省盐务稽核所长等职 )
“
召集族人

,

商请官绅
,

发起募捐
” ,

修复祠宇
。

重修

筹备历时两年
,

于 19 23 年 11 月兴工重建
,

历时一年余竣工
, “

计改造者后殿五间
、

左右碑亭两间
、

大门楼

三间
、

祠丁室外三间
、

厨房三间
、

门外八字墙
、

塘锄
、

湖砌及前后围墙
;
新造者大殿三间两翼

,

殿外石平

台及栏杆
。

又花圃内宴会厅五间两层
,

旁连走廊
,

门房三 间
,

祠左管理室六间
。

修理者思井轩楼房三

间
。 ” “

捐款结至甲子年 ( 1 924 年 ) 终
,

共得四万另五百余元
。 ”

L

当时任杭县知事的陶铺在 《重修西湖钱王祠碑记 》 详尽记载了本次重修后钱王祠的变化和格局
: “

旧

祠室三椽
,

殊陋
。

今为正殿五楹
,

垂拱四阿
,

唐宋殿廷
,

存古制也
。

后殿五楹如之
。

殿内广裹各倍寻初
。

殿之前阶级砰台
,

制求相称
。

凡木材
、

砖石
、

雕楼
、

丹镬之属
,

务求精良
。

湖地质软善陷
,

今以三合炼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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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因莉 张 环
:

杭州钱王祠变迁述略

填注
,

深及寻丈
,

用 固基址
,

盖一殿占工费之半焉
。

旧祠塑像无可依据
,

今武肃王像
,

乃后唐凌烟阁

本… …四王像则摹自嵘县祠藏真迹
。

皮 《碑 》
、

苏 《记 》 所谓王
`

龙章凤 目
,

哗如神人
’

者
,

庶几近之
。

旧祠门杭甚隘
,

今高大之
,

务称全祠
,

外增护墙当马之属
。

滨湖建坊
,

下为雨道
,

道之左右
,

改浚二池
,

植荷树柳
,

点缀风景
。

祠之北
,

原有思井轩
。

轩有楼
,

今葺新之
,

而移固有之彭祖楼于此
,

以存旧制
。

池

旁旧有废圃
,

今拓广之
,

构造园林
,

附属于祠
,

名曰
`

西园
’ 。

园中新建之堂名曰
`

阅礼堂
’ 。

其楼名曰

望湖楼
。

凡此名迹
,

悉从图经
、

郡志
。 ”

L

清末民初
,

杭州二我轩
、

活佛等照相馆出版影集 《西湖风景 》
、

《浙江西湖景 》
,

其中收载有表忠

观
、

功德崇坊等照片多幅
,

保存了那一时期钱王祠建筑风貌的珍贵历史信息
。

抗 日战争期间
,

钱王祠被日伪占为马厩
。

抗日战争胜利后
,

又被国民党军队占用
,

祠内建筑
“

破损 己

极
” 。

19 47 年 ( 民国36 年 ) 经阮毅成
“

提请浙江省政府
,

拨款五千万元
,

为庙貌重新之用
” 。

为保证修

复之后不再被占为他用
,

又将钱王祠两厢屋舍
“
借与

”

浙江省地政局作办公用房
,

从而使修复后的钱王祠

得到一定的维护
。

L

新中国成立前夕
,

钱王祠的范围依然相当大
,

但建筑又出现破损
。

现存杭州市规划局的一些地形图资

料上
,

显示了钱王祠在 1949 年前的平面格局风貌
,

可见到祠前两水塘外侧有石牌坊
,

但中轴线西向延伸段

濒临西湖湖岸处
,

却未见清光绪三十年所立的
“

功德坊
” 。

L 1949 年以后钱王祠平面格局的变迁
,

同样也

可在这些地形图上找到痕迹
。

⑨

19 5 8年
,

钱王祠中心部分的废墟
,

先后被用作动物饲养和展览场所
。

原
“
借与

”
旧省地政局的厢房成

为杭州市建设局公园管理处的办公和后勤用房
,

其中有一部则为军属单位所用
。

1% 6年
“
文革

”

动 乱期间
,

钱王祠大门前的牌坊被拆除
,

两 口 水塘被填没
,

祠内建筑挪作他用
。

197 8年又经改建
,

成为
“

聚景园
”

庭院
,

原钱王祠建筑仅存门庐
,

出入的大门被封堵
。

钱王祠内的建筑构件和陈设
,

现仅有明嘉靖杭州知府陈柯摹刻的苏轼书 《表忠观碑记 》 残石留存在杭

州碑林
。

四
、

杭州西湖其他祭祀钱王的祠庙

杭州西湖上祭祀吴越王钱氏的祠庙
,

除龙山之阳和西湖东岸两处表忠观外
,

见诸文献记载的
,

至少还

有以下数处
。

玉皇山北麓方家峪有后唐长兴元年 ( 930 年 ) 始建的武肃王生祠旧构
。

南宋时
,

所祀 己为钱

氏三代五位 国王 L相传
,

祠 内有块硕大无比的碑石
,

是当年吴越王打算镌刻纪功碑铭的遗物
。

后来倒卧

在地
,

无法搬动
,

一直躺在 自清波门去玉皇山的大路上
,

以至连当地村 (地 ) 名也曾称为
“
阔石板

” (
.

今

玉皇山路 )
。

1 9 5 3年道路改建
, “

阔石板
”

被埋入路面之下
,

渐渐为人遗忘了 @
。

钱塘门外 ( 北 )
,

曾

有
“

武肃王庙
” ,

与佛寺菩提院相近
。

又
“

武林门普慧院亦有王祠
,

裔孙钱有圭等重葺
。 ”

此两处祀庙清

末已毁废无存L
。

五代后晋天福七年 ( 942 ) 十二月
,

吴越国第二任国王钱元灌去世
,

葬于杭州龙山 (今

玉皇山 ) 南原
, “

以龙山武功堂为文穆王庙
”
L

。

南宋时
“

五王俱祀焉
”
L

。

清末民初
,

西湖宝石山保

椒塔下保椒寺
,

曾设吴越钱氏三代五王神牌
。

18 9 5年
,

英籍医士梅藤更
,

以开办肺病疗养院为名
,

私租保

椒寺庙产
,

违约建造屋舍
。

钱氏后裔闻悉后
,

引史按典
,

据理力争
。

事发
,

舆论哗然
,

终由清官府出面赎

回祠产
,

重为祭祀钱王之地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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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钱王祠
,

在时空上经历了五代肇始
,

北宋创建
,

明代迁建
,

清代扩建
,

民国复建和现代湮废的历

史变迁过程
,

屡遭天灾战乱
,

阅尽人世沧桑
,

建而毁
,

毁而建
,

真实地折射出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杭州城

市暨西湖名胜古迹紧随全社会的治乱盛衰而变迁的历史文化蕴涵
,

能向人们提供典型的文物古迹的认识价

值和功能
,

是古都杭州 1000 多年历史文化内涵与魅力的不可多得的见证
。

与民间一般祠堂
、

家庙相比
,

杭州钱王祠在规格
、

品性和内涵上具有浓厚的帝王风度和意蕴
,

其兴建

与重修
,

基本上是政府 (官方 ) 行为的结果
。

到清朝
,

更获得皇帝救建
、

临幸
、

品题等等荣耀
,

享有专款

修建
、

豁免税收等等优待
,

并受到地方当局和官员异乎寻常的热情关注
;
同时

,

又和钱氏大家族一代又一

代后裔的重视
、

努力和奉献密不可分
。

究其根由
,

在于祠主吴越王钱氏
,

在战乱年代能够 以民为本
,

以国

家
、

民族利益为重
,

不但保持并发展了两浙地区近百年的相对和平安定
,

创造了东南沿海局部地域的相对

繁盛
,

而且在全国重归统一的历史潮流面前
,

能识大体
、

顾大局
,

纳土归宋
,

其明智睿识和修德安民的功

勋实绩
,

符合历史潮流的趋势
,

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民心所向
,

这才得以长期昭明天下
,

不断激励人

心
。

况且
,

钱氏三代五王所担当的特殊的历史角色和所产生的政治影响
,

在中国政治文化史上堪称孤例
,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钱王祠历史价值的巨大张力和警世意义的深广久远
。

就杭州钱王祠的传承脉胳和实际遗存史况着眼
,

钱氏族裔以世代亲缘血脉为纽带
,

凝聚家族亲和力
、

认同力
,

传接家族荣耀和 门风
,

且对留传这些荣耀门风的载体钱王祠持久地呵护珍重
,

屡屡争取当局对祠

宇建筑修葺
、

重建的实际支持和参与
,

乃至直接参与重建
,

为钱王祠古迹的留存后世和驰誉天下作出了重

大贡献
,

提供了炎黄子孙热爱民族文化和优 良传统精神的见证
,

这无论是对于杭州立足中国
“

七大古

都
” ,

还是西湖 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
,

显然都是具有说服力的古迹资源实例
。

钱王祠留下了历代帝王将相
、

文人墨客的题咏歌赞
,

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

更以独特的风貌和神韵

成为西湖 山水风光间一道引人瞩 目的人文胜景
。

明中叶以后
,

钱王祠因其依西湖东岸而建
,

实际上曾经成

为西湖十景之一柳浪闻莺所在地的标志性建筑⑨
,

也是西湖南线极具品位和影响的人文胜景
,

其特殊的

游赏魅力不言而喻
。

综上所述
,

重建钱王祠
,

充分利用其历史文化价值
,

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

2 000 年 11 月
,

杭州市人民政府立项
,

决定在原址重建钱王祠
。

2 0 02 年西湖南线景观整合工程中
,

钱王祠门庐已重建一

新
。

祠前临湖处重建功德坊
,

门前道两旁重辟方水池
,

门庐前两侧也恢复石牌坊两座
,

祠南侧的雨道上新

增建五座石牌坊
。

2 0 03 年钱王祠内的殿
、

堂
、

庭园和园林建筑也建设一新
,

对外开放
。

这一切
,

都标志着

杭州市对五代吴越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进入了全新的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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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7页 )也可 以结合学生创业项目
,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作用
,

这也是提高毕业设计 ( 论文 ) 质量和

水平的重要方法
。

四
、

毕业设计与毕业实践教学相结合

实践教学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教学形式
,

贯穿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始终
,

占有极其

重要地位
。

其基本功能为
:

完成实训教学与职业素质训导
,

职业技能训练和鉴定的任务
,

并逐步发展为培

养高等职业教育人才的实践教学
、

职业技术培训
、

鉴定和高新技术推广应用的重要基地
。

当前随着大量新

技术
、

新工艺
、

新设备
、

新材料的涌现
、

采用和引进
,

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具有高新技术含量的职业岗位
。

目前高职院在实践教学的实验
、

实训
、

实习
、

毕业实践各个环节中
,

十分注重技术应用的综合实践能力
,

紧跟发展前沿的综合性生产训练项目
,

体现新技术
、

新工艺
,

并瞄准实际操作人才缺乏的高技术含量和新

技术行业的职业岗位
。

学生在实训过程中
,

学习和掌握本专业领域的先进的技术路线
、

工艺路线和技术实

际应用的本领的同时
,

通过观察
、

调研
、

上岗操作等方式
,

搜集和研究与毕业课题密切相关的各种资来}
,

进行适应工作环境
,

培养生产意识和创新思维的训练
,

并结合未来就业岗位的需要
,

边实践
、

边完成毕业

设计
、

相互交错
,

这样
,

毕业设计 (论文 ) 目的明确
,

内容充实
,

大大有利于提高毕业设计 (论文 ) 质量

和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