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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民间关于乾隆皇帝和砀山

酥梨则又有一说。乾隆皇帝微服南

巡。路经砀山城东口门，因偶感风

寒，咳喘不止，随行人员焦躁不安，正

巧路过一老梨园旁。一老叟请他小

憩，即唤孙女小翠去园中摘十数枚上

好酥梨熬汁。乾隆皇帝吃梨喝汤后

浑身发汗，病情顿时感到清爽很多。

休息片刻后，乾隆又向看梨老人要了

数十枚上好酥梨，整装上路。临行，

把随身所带扇坠送给了小翠。

乾隆皇帝返回京城后，看到各

地官员呈贡的水果，又想起在砀山

吃梨治病一事，急下一道圣喻，称

“宫中贡品果类甚多，唯砀山梨色

艳味美，治病尤胜，实甲天下之上

品也。呈供皇考祭祀。”

许多天以后，砀山知县下乡体

察民情，路过梨园，见小翠手拿玉坠

玩耍，知道玉坠是宫中之物，大吃一

惊，就问看梨的老人玉坠的来历，老

人详细介绍了当天的经过，知县方

知是乾隆皇帝微服南巡路过此地。

随即命名该梨园为贡梨园。

古老的巢湖柘皋河，把柘皋镇分为

东西两半。河上有座古老的玉栏桥，这

玉栏桥说来还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

相传元朝末年的一个秋天，阴雨连

绵，朱元璋奉郭子兴之命，带领一支人

马到合肥方向扩充实力，被元朝官兵发

现，跟踪追击。朱元璋不得不匆匆逃

命。当他逃到柘皋时，仅剩一人一骑。

而此时的柘皋已是残垣断壁，荒无人

烟，唯见河对岸一座破烂不堪的更楼，

在风雨中摇摇欲坠。朱元璋由于连日

的奔波，已经筋疲力尽，战马也由于过

度的劳累而力不从心。但后面的追兵

却越来越近，当他来到柘皋河边时，眼

前是一片湍急的河水，找不到一条渡

船。朱元璋面对滔滔的河水，不禁仰天

长叹：“此天灭我也!”说罢，立此待死。

此时，一位衣衫褴褛，年逾花甲的

老夫，知对岸立者是农民起义军的朱元

璋，便从身后草丛中推出一叶小舟。只

见他轻点竹篙，小舟飞快驶向对岸。朱

元璋因此得救。临别之时，朱元璋问老

夫有何要求，老夫说：“但愿能在这河上

架一座桥就好了。”

几年后，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的统

治，朱元璋当上了明朝的开国皇帝。一

日，他想起了柘皋遇难的情景，想到曾

向救他性命的老夫许下的诺言，便下旨

去寻这位老夫，没想到怎么也找不到他

的影子。

为了实现那位老夫的宿愿，朱元璋

下旨在柘皋石梁河上造一座桥。经过

工匠们的精心设计和施工，一座三孔石

拱桥终于立在石梁河上。

大桥建成后，人们却不知道怎样给

它取个合适的名字。最后，经过再三琢

磨，认为正是因为当今的开国皇帝在此

遇难逢生，才有了这座桥，还是取名“遇

难桥”吧。但时间长了，人们觉得此名

不吉利，便根据它的谐音改称“玉栏桥”

了。 张亚琴 整理

砀山：乾隆皇帝吃梨治好风寒
砀山县黄河故道和沿岸七百多个村庄，果树林立，葱茏茂密。在这里，最有名的就要数砀山的梨了。关于

这名扬四海的砀山酥梨和乾隆皇帝还有一段渊源。 朱玉婷 整理

清代帝王中的乾隆，游山玩水

遍及大半个中国，吟诗题字、行围

射猎、摆弄古董、无所不好。其父

雍正却“秉性不华糜”、“崇俭而不

奢”、“日夜忧勤”。究之于史实，他

也的确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终日

忙于打击政敌，整顿吏治，清查钱

粮，筹划军务等等，以至从未远巡，

绝少游幸。

相传乾隆先后六次下江南巡

视。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至四

月二十日，乾隆皇帝南巡。二月

的一天，途经砀山巡察黄河故道

南岸，日落西山宿营。丰知县（现

江苏）、沛知县（江苏）、砀知县（安

徽）早已逢迎进贡美食、土特产

品：“丰县的烟、沛县的酒，砀山的

酥梨谢花藕”。砀山县令不但早

备饭食，夫马等项事宜，并早从訾

庄，郭楼选备了驰名酥梨，呈送贡

品与乾隆皇帝，说：小官无贵礼应

酬，酥梨乃七品县地特产，呈皇上

品尝解渴。膳房章京水洗，承恩

公德保传随膳单小刀五把，削皮递

呈乾隆品餐数口一枚，谕云：“全国

进贡果梨不少，此酥梨乃甲天下

矣。再为朕精选上品，带回京呈贡

皇考（雍正）祭品，赏赐郎世宁七十

寿辰，酬谢为父‘画鹰、松林、灵芝’

恭贺即位。”

乾隆皇帝四月下旬回京后，为

对訾庄寺宇和尚殷切招待，不久便

赏银二万两给和尚，扩建庙宇，金

粉修饰，更名“皇封阁”。又新建戏

楼，配以回廊，甚为壮观。至今当

地群众仍流传着乾隆皇帝与砀山

酥梨的故事。因为皇帝住过这里

的庙宇，吃过这里的井水，所以这

里夏季都没有蚊子。

又一说因梨治好风寒

下江南品酥梨

三天后，鲍五壮着胆子送上密

信。知府看后慌忙跪下，信封飞下

一块金黄绸缎，御笔写下四个大字：

“封官厚禄”。知府探过身，讨好地

询问鲍五想做什么样的官。鲍五想

不到这封信会有这样的神奇，就信

口说：“我是个手艺人，给官，不会

做，还是让我回湾沚去吧！”

知府不敢违旨，只好说：“好！

你回湾沚去当个‘盐道官’吧，经管

江南盐税。”鲍五再三推托不了，只

得走马上任了。

鲍五回到湾沚后，把盐税得来

的大批金银用于家乡的建设，还经

常慷慨地施舍给穷苦的百姓。从

此，湾沚的盐埠更加繁荣昌盛，老

百姓也一直把鲍五的恩惠铭记在

心中。

湾沚：六尺鞋匠结缘乾隆帝
“村烟如线路如弓，水面吹来杨柳风。飞尽榆线飘尽絮，菜花攲乱田野中。”这是古人杨廷栋在《湾沚道

中》赞美芜湖湾沚的诗句。湾沚在古代不仅风光秀丽，而且商业繁荣，是江南重要盐埠，民间至今流传着一段

乾隆皇帝在湾沚的传说…… 朱玉婷 整理

清朝中叶，一个寒冷的雪夜，

乾隆皇帝第三次下江南来到湾

沚。只见他身着青衣，头戴小帽，

带着贴身保镖周青，装扮成丝绸

商。乾隆身材高大，客栈里所有

的床位都不够长，只得在街上闲

逛。遇见有一鞋匠正在家做活，

看上去也不下六尺，攀谈得知此

人姓鲍，排行老五。鲍五好客，腾

出床铺给客人，自己睡地铺，和衣

而眠。

次日，乾隆向鲍五辞行，一

再深表感谢之情。临行前留给

主人一封密信，指定三日后送宁

国府。鲍五面有难色，乾隆劝

他：“送去必有好处，知府如不

见 ，你 可 击 鼓 ，在 堂 上 立 而 不

跪。”

借宿六尺鞋匠家

封鲍五湾沚盐道官

柘皋：
朱元璋遇老叟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