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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朱蕴山故居
曾经不复存在，如今重新开馆

朱蕴山早年考入安徽巡警学堂参加光

复会，进行反清活动，曾参与徐锡麟刺杀安

徽巡抚恩铭事件，是著名的中国政治活动

家、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是民革的主要创

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8月17日，记者驱车来到了朱蕴山的

出生地——六安东河口镇嵩嶚岩村。远远

就看到朱蕴山雕像矗立在纪念馆门前广

场，是一幢白墙灰瓦的建筑，雕像与整个

纪念馆浑然天成。

纪念馆的总体布局为四合院，前后两

进各5间，中为天井，两边包厢，左包厢三

间为住房，右包厢三间为书房，后进为“积

德堂”，其建筑风格为徽派建筑，小灰瓦重

梁五间柱子房，中三间重梁斗拱，雕有各

式花纹。

东河口镇党委书记王大成告诉记者，

由于地处偏僻、年久失修，朱蕴山先生故居

已不复存在。1987年起，东河口镇就开始

着手恢复重建的有关工作。1995年起，东

河口镇着手筹建“朱蕴山公园”，2012年，

镇政府投资1200余万元新建一条通往嵩

寮岩的大道，并将该大道命名为“蕴山大

道”。2013年3月27日，东河口镇朱蕴山

故居正式开工奠基，2013年7月19日，朱

蕴山纪念馆正式落成开馆。

吴棠故居现状凄凉，谯陵寺几被遗忘
滁州吴棠故居
昔日辉煌庭院，如今是群租房

吴棠，生于嘉庆十八年，道光十五年考中举

人。历任清河等地知县、淮徐道员、江宁布政使

兼署漕运总督、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未实任）、

闽浙总督、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光绪二年

（公元1876年）吴棠卒于滁城。

8月24日，滁州暴雨，星报记者冒雨来到清

朝重臣吴棠故居探访。

史料记载，吴棠在滁州故居共有西公馆与

约园（位于滁城西大街 75 号，共有七进；约园已

淹没于现城西水库）、南公馆（位于南谯北路

64-72号，老城区中心地段，南公馆东面临街，西

至金刚巷，北至盐局巷，南至人民电影院（含本

身），为一长方形建筑群）、北公馆（北大街25号）

三处。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南公馆，连片房屋共100

多间。如今，西、北公馆已湮没不见，南公馆也

仅存两个小小的院落，房屋十多间。

“我们在这里租房住的”，见有人来访，一对

老两口迎了出来，大妈不停地诉苦，“一下雨，房

子就漏得厉害，床要不停挪动。”大爷大妈告诉星

报记者，他们租住在这里，看中的就是便宜，两间

不大的木屋老宅，加上一个厨房，每月200元。

租住在另两间房子的李师傅，是来自滁州

珠龙镇的民工，在城里开拖拉机给人拉活，每月

房租也是200元。

记者环顾整个院落，显得非常破败，只有

房檐下的雕梁画栋，依稀显示出曾经的辉煌和

房主人昔日的地位。院内不少地方堆着垃圾

和空酒瓶等物，电线和绳子到处拉扯，像蜘蛛

网一样穿梭往来，衣服和鞋子随意晾晒，甚至

还有自行搭建的简易耳房，“大部分是木房子，

要是起火，肯定就烧完了。”院落里唯一的非租

户胡师傅很担心。

据了解，抗日战争中，部分房屋被破坏。解

放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次道路拓宽中，中

心街由原来的4米拓宽到现在的24米，临街房

屋被拆除。历次房改中，故居一部分成了新华

书店的仓库和职工宿舍，一部分成了房管所的

公租房，胡师傅就是因为父亲是原新华书店职

工，自小居住于此。

胡师傅说，以前老住户，现在不少有了新房

子，就把这里的房子租了出去，只有自己一家三口

还留守于此，现在房顶漏水，用篷布盖着，他希望，

“这里的房子能保护好”，自己也尽快能搬出去。

亳州市谯陵寺
村民自筹资金，修缮庙宇

谯陵寺位于亳州东三十五里，观堂镇

西北 6公里处。始建于汉灵帝中平四年

（187 年），距今已有 1800 年的历史。据

《三国志》记载，汉中平四年，曹操受到权

贵排挤，由济南相国改任东郡太守的职

务，曹操谎称有病辞官回到家乡，在谯县

（今亳州）城东50里筑精舍，此地被后人

称为曹家孤堆，后又因此地曹魏时称为谯

郡，改名谯陵寺。解放后已成学校，现存

遗址台高5米。

近日，记者在当地村民张平的带领下，

来到了该处遗址，据张平介绍，上世纪50

年代时，谯陵寺还高10余米，占地数千平

米，上面建有寺庙，殿宇辉煌，数十株千年

古柏，非常壮观。可惜文革一劫，殿宇全

毁，古树惨遭斧伐，台地也被削平近半，已

失去往日的风采。2007年，位于谯陵寺里

的学校被迁走，现在能看到的，就是2008

年经过村民自筹资金进行修缮的。

记者爬上约5米高的土台，一排砖瓦

房看似非常普通，但门前的一块石碑却在

讲述这座“砖瓦房”的不平凡。石碑是由原

亳县人民政府于1983年所立，将谯陵寺命

名为“全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院内共有

9间房屋，走进房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

雄宝殿”，里面供奉着三尊大佛及十八罗

汉，门前立有功德碑，功德碑上刻满密密麻

麻的文字，记载着当地村民为修缮庙宇的

点滴爱心。东西侧三间偏房内，各供奉着

神像。每逢初一、十五，这里都会聚集许多

附近村民前来上香。近几年，中断很久的

古庙会，每逢农历四月初八及十一月十七

也都恢复举办。

“我们多次与上级文旅部门对接，争取

把该遗址作为旅游项目开发。”亳州市观堂

镇党委书记康广生告诉记者，他们一边向

上级部门争取，一边与一些投资公司进行

商谈。目前，该镇正与合肥一家公司商讨

合作开发详细事宜，谯陵寺周围十多亩地

也都纳入建设用地规划。

歙县黄宾虹故居
有监控，有消防，有专人看护

中国近代著名山水画家黄宾虹故居，坐落

在安徽歙县潭渡小学旁，林木葱郁，景致优美。

日前，记者来到黄宾虹故居进行探访，进入

大门便是一个长方形院子，鹅卵石铺地，青藤满

墙，让人心旷神怡。院内一方通入三开间的故

居主体，侧面则到黄宾虹的画室。在当年的修

缮中，歙县文管部门注重突出、恢复名人故居原

始的生活风貌，让到访游客仿佛置身于名人所

处的时代背景，不知不觉中进入深度体验。

据了解，上世纪80年代，黄宾虹的后人为纪

念先辈，将故居无偿捐献出来，由政府部门管理

投资打造。管理部门秉持格局不变、修旧如旧

的原则，对黄宾虹故居进行整体维修，同时对大

师生前使用过的部分实物、书画手迹等展品进

行整理布展，于1987年对外开放，并安排专人

看护。还投资安装了监控和报警系统。

黄宾虹故居是典型的砖木结构，防火性能

较差，为此主管部门在故居近20米处专门建了

消防栓，配备了消防水带及灭火器等专业消防

器材。

随着黄宾虹故居免费正式对外开放，宁静

的村庄变得热闹起来，故居距4A级景区棠樾牌

坊群2公里，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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