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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古城 街巷可寻文化
合肥，古称“庐州”，是一座具有悠久历

史的文化古城，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
前，历代相传，遗留有相当的文化古迹。

那些曾在从前颇为响亮的合肥老地
名，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时代的刻刀深深
嵌入这些曾经名噪一时的老街巷群的肌肤
里，它是你似曾相识又触摸不到的另一面，
它就像夜里的酒，早上的花儿，平淡又真
实，美好又残酷。愿我的故事绿水长流，敬
你的孤独择日而终。

三孝口
相传昔日在合肥城西门附近曾住有一户

人家，家中有一老母年逾古稀。膝下三子，乃
是远近闻名的孝子。为了照顾好老母，三子
轮流精心守护左右，不轻离片刻。这年，老母
不幸患痈疽，脓血不止。为了减轻老母痛苦，
三子竟轮番用嘴吮吸脓血。为了使老母疾病
得以早日治愈，三子日日四下寻访名医、偏
方，终未能挽救老母的生命。三子又变卖掉
家产，买来棺材，为老母料理后事。守灵期间
突遇大火，为护卫棺柩，三子竟以身伏于棺
上，誓与棺柩同存亡。大火过后，三子被烧
死，母亲的灵柩仍然完好。由此，这个地方后
来就被人们称为“三孝口”了。今三孝口地
址：合肥市长江路西段。

三里庵
在合肥市老城的西部，离城三里的地方，

现在的国购广场北面蜀山新村内,的确曾经
有一座尼姑庵，就叫做“三里庵”。《县志·五乡
区里图》上有标注，它的遗址在官亭路以西约
100米、长江西路路北20多米，庵门朝东。庵
外有一块石碑，记载着三里庵的建庵历史；庵
门口有一对石狮子，非常精美。

80年代初，开发蜀山新村，尼姑庵才被拆
除，石碑和石狮子被收存在了明教寺。据明
教寺 90 岁的住持大师介绍，三里庵建于唐
代，与莲花庵为姐妹庵，但规模不大。1998
年赵朴初先生为其题了名，并在门前摆了香
炉。今三里庵地址：长江西路199号。

九狮桥
传说很多年以前，今天九狮桥所在的

位置只有一座简易的木桥，后来被洪水冲
垮，再没有重新修建。一直到民国时期，河
上还没有桥，稍一涨水，附近的老百姓要想
去河对岸，都要绕一个很大的圈子，来回很
不方便。后来，有个姓戴的商人，从外地回
来给母亲做寿，他在广收了亲朋好友的礼金
后，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请客吃饭，而是用
这笔钱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石头桥，这便是九
狮桥。 今九狮桥地址：庐阳区九狮桥街（近

明教寺）貌似已经消失。

四牌楼
原是合肥城市的中心，亦名魁楼，又叫奎

星楼，解放以前，楼高四层的四牌楼就是合肥
市的最高建筑。

明代时，这里建有二层木楼，上奉奎星
(又称文昌帝君)。以后迭遭兵燹，破败不堪。
有记载的修建有三次：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

年)，庐州知府王成重建，并竖新建魁楼碑记；
1803 年(嘉庆八年)合肥知县左辅重修，并记
入当年新纂的县志；1928 年原地重建，并临
时改作马王二公祠，以纪念坚守合肥两月有
余、拒直鲁联军张宗昌十万之敌于城外的马
祥斌、王金韬二将军。今四牌楼地址：长江路
与宿州路交口。

五爪塘
在合肥市黄山路与怀宁路交叉口以西有

一个公交车站牌叫“五爪塘”。由于此塘形状
宛如人张开的五指，因此得名叫“五爪塘”。
传说公元 8 年，如来佛祖为治理大闹天宫的
孙悟空，命一尊土地神挑一对大山前去镇压；
没有想到被狡猾的猴子知道并暗算，使土地
神重重摔了一跤，为支撑身体平衡土地神一
手顺势处地，硬是将这里压一个很深的大手
印，后不断聚水就自然形成了现在的“五爪
塘”。 由于摔跤时一座山被重摔钻进土里只
露山尖，此山就是现在的小蜀山，另外一座当
然就是现在大蜀山了。

▋曾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