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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的一次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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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文情怀诉说地理故事

再探寿县状元府再探寿县状元府

当前，各地大兴建设，钢筋水

泥大楼林立，但是缺少文化的城市

是没有灵魂的。像状元府这样的

古建筑更是一个地方书香浓郁的

历史符号。

孙家鼐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

是北大创始人。他留下的“状元府”

更是难得的文化元素，是供后人瞻

仰厚重的历史遗存。

寿县当然不缺文化，但状元府

这样的建筑要尽快抢救。我一直觉

得，即使是世界最高的楼，只要具备

经济实力，各地都是能建起来的。

但从历史深处，带着无限荣耀走来

的“状元府”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建

的。如果从隋炀帝大业中设进士科

考试算起，整个中国 文“状元”也就

800多人。这中间，安徽籍可考的状

元41人，分别在15个县市。也就是

说，在安徽，你经济再强大，有资格

“修建”状元府的也就15个县市，并

且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状元府的遗

存踪影。

寿县状元府不是一般的人文资

源，但居住在里面的百姓之家由于

缺乏统一管理，存在私自改造，肆意

建设现象。目前，遗存尚在，还有见

证昔日府第荣耀的老人可以提供记

忆。所以，抢救还是来得及的，但刻

不容缓。

第一次去寿县是十几年

前，当时我们在淮南学习，与同

学杨礼兵等晚上在大街上吃麻

辣烫喝啤酒，约定第二天去古

城寿县，看看古城墙，看看孙家

鼐的状元府。

到达时节是寿县洪水消退

季节，城门内外都是防洪袋。

我们在城墙上转了一圈，坐在

地上研究一番后得出一个结

论：始建于宋朝的寿县古城墙

之所以没有在拆墙大潮中被扒

掉，是因为它有防洪作用。洪

水泛滥时，只要关上城门，滴水

不入。经常发生的洪灾为寿县

人民保存了古城墙。如此讨论

一番后就回去了。这一次，没有

见到孙状元家房子，印象最深的

反而是城外绿柳袅娜的情景。

探寻孙状元府一直是我的

愿望。没想到，一耽搁就是十

几年，时间真是匆匆。从合肥

坐汽车，到寿县车站，打车进

城，还有十元的路程。

通过南墙门进城，在几条

街巷里随意穿行。没有想象中

那种十足的古色古香，许多门

面的招牌也是电脑字体，几条

街巷甚至显得很脏乱。作为历

史文化名城，与大理等城市比

较，寿县在整合资源，合理规划

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安徽的众多城市中，寿

县的历史是悠久的。它古称寿

春，自楚考烈王公元前241年迁

都于此，曾10次为郡，并屡为州

郡治所。2100年前大文学家、

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货殖

列传》中有一句话：“郢之后徙

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

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这一段话表明，楚国都城从郢

（今湖北荆州城北 5 公里纪南

城遗址）搬迁到寿春，并且形

成一个大都市，而且辐射到了

合肥，木材、皮革、鲍鱼等，都

在合肥交换。

因为这样的历史积淀，寿

县有许多人文古迹，有些保存

下来了，有些在岁月中消失，有

些则亟待抢救。

状元府就是亟待抢救的历

史遗存。

一打听，都知道状元府，说

在古城北大街。但都补充地告

诉我，已经很破旧了，住的都是

老百姓，没看头。我心中吃惊，

估计像二十多年前安庆的赵朴

初故居一样，居住的是平常人

家，终日交响的是锅碗瓢盆的

声音。

远远看到城北大街东侧

一片居民区中有高高耸立的

古房子，飞檐翘角的面貌依然

可见。从一条小巷进去，身处

错乱的高楼之间，却找不到

它。询问一位买菜回来的市

民吴女士，说这就是状元府。

“怎么连一个大门都没有？”

“拆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拆

的。”

吴女士在这里生活了几十

年，她告诉我大门的位置，坐西

朝东。状元府一共有多少间，

她也说不具体，但是现在住了

80多户人家。

挨家挨户穿行，状元府的

往昔风貌还是能辨认的。高大

的青砖墙、木梁石雕都显示了

它曾经的显赫。保存得最好

的是两家人居住的小姐楼，上

下两层，厚实的木板，精致的

木窗。在这里生活时间最长

的一位老奶奶告诉说，小姐楼

前面是一个四合院，现在院子

里也盖起了房子，石板地面铺

上了水泥。露出一块厚重的

青石长条，光滑的石面显示了

岁月的久远，老奶奶说那是下

水道。她比划着下水道的走

向，为状元府的规模与设计赞

叹不已。

这座状元府何时建造的？

是什么样的背景下造的呢？

状元府旁边就是寿县文物

局，我想他们一定有相关的详

细资料。走进去咨询，文物局

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继续在街巷询问。寿县文

庙保存得古色古香，门口有人

在叫卖假名家字画，最低五十

元一张，市民争相购买，看来古

城人对传统文化是挺热爱的。

里面有许多老人在下棋，打牌，

询问状元府，他们都很热情，你

一言他一语说起来。

“状元府”是坊间叫法，它

真正名字是“太傅第”，始建造

于1908年，这一年，八十二岁的

孙家鼐被赏为太子傅，在老家

寿县城北街建“太傅第”，不仅

规模大，里面还有皇上颁赏的

御书及诸多珍品。

1859年，古城寿县轰动了，

32岁的孙家鼐高中咸丰九年己

未科一甲一名。家乡人还流传

他考试的一个故事，在殿试时，

也许是紧张，他把汉代名儒董

仲舒的“舒”字写成了“书”字，

10位阅卷官竟未发觉。咸丰也

没发现，金殿唱名，孙家鼐中了

状元。这当然是笔误，可在科

举中是大事。不过，他的才华

是深得皇帝赏识的，殿试时，咸

丰命他以大清六代皇帝兴隆为

题撰联。须臾之间，他当即吟

出联语：

亿 万 年 济 济 绳 绳 ，顺 天

心，康物阜，雍和其体，乾健其

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绍羲皇

尧舜；

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

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

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中榜后的孙家鼐后受修

撰，入值上书房。八国联军攻

入北京后，他奉慈禧召至西

安，起任礼部尚书。1906 年，

清政府宣布立宪，设立资政

院，孙家鼐出任总裁，召诸臣

轮班进讲。他撰尚书、四子书

讲义以进。1908 年 2 月，封赏

为太子傅。

孙家鼐最大的贡献在于

教育，他是中国创办高等教

育的先行者之一。1896 年，

他给朝廷呈上著名奏章《议

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明确

提出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六

事”，提出了“以中学为主，西

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主张。果然，光绪帝颁谕，

任命自己的老师——时为吏

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孙家鼐

为管学大臣，实际就是教育最

高行政长官。

小姐楼

状元府全貌

身在府中不识府

昔日的“太傅第”

亟待抢救的状元府

木梁厚实

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