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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文情怀诉说地理故事

安庆天台里有个赵家的“世太史第”，是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称为“赵朴初故

居”，民间也叫过它“状元府”。

1864年，赵畇返乡买下了前朝状元刘若

宰家房子，进行扩建。这时的赵畇已经是江

苏巡抚李鸿章的女婿。1861年李鸿章元配

周氏病殁，赵畇次女赵继莲端庄淑静待字闺

中，李鸿章托人提亲，赵畇曾与李鸿章同朝

为官，又一起奉旨回乡办团练，对李鸿章很

是赏识，便同意了这门亲事。所以，第内有

李鸿章题写的“四代翰林”匾额。

赵畇在“世太史第”里的生活是很闲淡

的，主讲敬敷书院，此外是诗书怡情。他的

子孙后辈都是诗书文章，也有心境平淡虔诚

佛学的，比如，赵朴初的母亲陈仲瑄，诵经拜

佛是她必做的功课。

1907 年，赵朴初就出生在“世太史第”

里。1911年安庆新军起义，讲究“小乱住城，

大乱住乡”的赵炜如带着子女赵朴初等人回

到了太湖寺前的状元府，赵朴初在那里一直

生活到十岁才离开。

十几年前，我曾去看过“世太史第”。当

时里面住的是寻常百姓，瓜碗瓢盆声与小孩

哭闹声交错，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住的曾是多

么显赫家族的房屋。参观后，我满怀感慨，

曾在报上发表文章《谒赵朴初故居》。“世太

史第”的书香太需要我们小心珍藏。

太湖县有感于赵朴初的功勋，在寺前镇

修建了“状元府”。现在是“赵朴初纪念馆”，

从中可以瞻仰朴老的生平事迹和书法作品。

站在赵朴初纪念馆前，放眼花亭湖山色

湖光，心中自然涌起朴老的遗言：生固欣然，

死亦无撼。花开花落，流水不断。

状元府上碧波荡漾
探寻太湖县赵朴初家族老宅的演变

太湖县赵朴初家族，自赵文楷中状元后，数代荣昌，尤

其是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而赵氏

“状元府”更是在岁月风尘中诉说着繁华与沧桑。周玉冰

赵朴初文化园内石刻

“状元府”是一个荣耀的名字。

一个地方如果有那么一座牌坊或

者一幢房子，上面书写着“状元府”，可

以想象是多么让人心动！它穿越岁月

的风雨，所蕴涵的文化价值是一百栋

钢筋水泥大楼也不能比拟的。

还是几年前，去太湖县花亭湖游

玩。阳光明朗，山风清凉。碧波荡漾，

轻吻湖面上众多的岛屿。一岛一色，

将花亭湖点缀得妩媚多姿。

船行在寺前镇狭长的水面上，水

中间隐现山峦。大家说，著名的书法

家、宗教领袖赵朴初的老家就在这片

水域下。烟波浩渺，下面有赵家的状

元府。它气势恢弘，雄踞虎形山下。

这真是可惜！状元府怎被水淹

了？它当初又是什么样的规模呢？这

个问题萦绕我几年。

太湖县自古文风昌盛。县文化局

的余世磊父子与赵朴初关系深厚。他

说，自南朝宋元嘉二十五年建县，历代

科举中有名可考进士有82人，出了状

元3人，其中一位就是赵朴初的先祖、

嘉庆元年状元赵文楷。

太湖县依大别山，望长江水。七分

山，三分畈。赵氏先人是什么时候居住

在这里的呢？《赵氏宗谱》显示，他们是宋

太祖赵匡胤弟弟赵匡美后裔。南宋时

期，太湖赵姓始祖从江西迁到太湖县。

赵朴初家族这一支开始居住在大

别山腹地的玉望村。玉望村群山环

绕，小桥流水，是耕读的好地方，从七

世祖赵彦逵开始，走上了以读进仕的

路，到十三世祖赵文楷中状元后，一度

出现了四代翰林的辉煌。此后的一百

多年里，豪门联姻，根深叶茂，合肥的

李鸿章家族、黄梅的帅承瀛家族、寿州

的孙家鼐家族、萧山的汤金钊家族、浠

水的陈沆家族等等，都是赵家儿女亲

家。扎根大别山腹地的太湖赵家，耕

读经营，诗书滋润，成为中国鲜见的显

赫家族之一。

花亭湖下的状元府是什么时候建的？

研究地方文化的徐桥中学章小松

老师告诉我。寺前状元府是在状元公

赵文楷两个儿子手上建起来的。

赵文楷在山西雁平任上去世后，

其妾王夫人带着子女扶灵返回故里。

在寺前河等地方买了些田地，居住在

县城里。由于赵文楷身前节俭，还靠

赵文楷的同科探花帅承瀛接济。1849

年，一场大雨冲毁了县城城墙，王夫人

便与儿子赵畯、赵畇商议，将家搬到了

寺前河，在那里好管理田地。

宅子最终选择在虎形山下的洪诸

畈，砖木结构，由能工巧匠精心设计和

施工，当地人称之为“状元府”。

“状元府”有多大规模？章小松

说，它最早竣工在 1852年，曾经遭到

太平军的破坏，后来赵畇当官了，王夫

人随儿子到潮州任上，赵畯则寄居长

沙，“状元府”一度沉寂。直到赵畇辞

官卸任返回故里对状元府进行修葺，

一共有80多间，面对天华尖，背靠虎

形山。出门就是寺前河，过石桥就是

寺前河街。

花亭湖下状元府

四代翰林的显赫家族

虎形山下赵家宅子

太湖县“状元府”一角

安庆“世太史第”

太湖寺前镇修建的太湖寺前镇修建的““状元府状元府””

花亭湖蓄水灌溉

今天面积达254平方公里的花亭湖，既

是游览景区，也是灌溉水库。它是1958年开

始筑坝蓄水的，灌溉了太湖及邻县的百万亩

良田。

我老家紧邻太湖县，有一条人工沟渠就

是从花亭湖一直延伸到武昌湖边。印象最

深的是我小时候，暑季缺水灌溉，人们便去

花亭湖买水。因为沿途几十里有人开涵盗

水，村子里男人就全部出动，分布在各段，昼

夜看水。有时候还上演因盗水而斗殴的事

件。再后来，抽水机的大量出现，便不再用

花亭湖的水，沿途的沟渠逐渐荒废了。

因为水位抬高，状元府自然淹没。当初

状元府被拆时，大部分砖块建起了寺前中

学。当然，被淹的还有虎形山上赵家祖坟。

在我老家，常听人说赵朴初对太湖人

“不照顾”，因为水淹了他家祖坟和祖宅，

1947年搞土改时，个别人很左，朴老的母亲

还受到打击去世。

余世磊表示，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朴

老的胸怀是极其宽广的。当朴老在离别六

十四年后1990年回到家乡，他告诉自己：“不

教往事惹思量”，“问还余几多光热，报我乡

邦？（《自度曲·赠太湖县人民政府》）”在他生

命的最后十年，总是为太湖县的建设积极奔

走，引资千万元之多。

对于花亭湖蓄水灌溉，赵朴初也是理解

的。他在游湖后，感慨万分，挥笔写下了“尽

情领受，千重山色，万顷波光”的赞美诗句。

从“世太史第”到“状元府”
花亭湖花亭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