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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岗（三）：“王墅丛梅”幽居浮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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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商丘美丽乡愁”系列之四十八

“一岭十八岗”（47）

循着一缕幽香，我来到你的身旁，那是
古志中记载的睢州八景之一，名曰“王墅丛
梅”。如今，你如远离红尘的女子，虽已不
再，然仍能嗅得那芬芳和诗情。400多年
前的康熙年间，一位官至户部侍郎的王氏
族人王绅，在睢州西南40里处一个叫夏陵
的高岗处辟了一处花园，园里梅花繁盛。
每年在冰雪封地、百花凋零之时盛开，香气
四溢，满园春色关不住，“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那花、那香，娇艳欲滴，
睥睨天下，胜过阳羡春茶、兰陵美酒，时人
将此园比之晋朝谢安别墅。

“王墅”为王绅于故里夏陵村西南百余
步土岗上所建别墅，作为从京归里居处。
并在别墅辟园，遍植梅花，隐喻其清雅高洁

之性格。睢州知州范阳洵《咏睢州八景》中
有《王墅丛梅》描写园中梅景：“花放冲寒春
尚迟，赏心别墅倩谁知。即输何逊饶诗兴，
也似林逋绕梦思。嫩蕊柔枝都不厌，澹云
疏雨故相宜。看梅只筑梅还笑，未必园林
惬素期。”同时，王绅还在夏陵村建“望京
楼”，高 15米，4层。该楼 1938—1943年被
设为日伪据点。1944年春，中共水东独立
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拔除了该村日伪据
点。今楼虽不存，在民众中却有此楼被大
风刮到西藏去了的传说。

王绅长子为王式谷，王式谷次子王杰
后来于王绅所辟花园处建村，村名为“王花
园”。简称今名“花园村”，又称“花园岗”。
清咸丰时，花园毁于战火。

王 勃 在
《滕王阁序》中
有“睢园绿竹，
气 凌 彭 泽 之
樽”，描绘的是
西汉初梁孝王
刘武所建梁苑
之胜景，可见
商丘园林之创
建远比江南园
林要早得多，
以至于所辖属
各县也都有建
园林之习俗。
其中，睢州园
林当属比较有
特点的。苏轼
曾在此写下写
下《洞庭春色
赋》《中山松醪
赋》。至明清
时期，睢州园
林不但浸润着
中原的气象，
大气、简洁，且
传承了南方的
秀气。

明清官宦
在辞官归里之
后，往往在家
中修建苑馆、
别墅，以课教
子弟、培养俊
才，或与友人
赏花赋诗、抚
琴作画，以陶
冶情操、颐养
天年。睢州王
绅的“王墅丛
梅 ”即 是 其
一。据统计，
宋代以来睢州
城周围私家园
馆、别墅累计
就有 20 多处。
这 些 园 墅 精
致、古典，如凝
固的音乐、无
声的诗歌，呈
现着岁月的泼
墨与人生的写
意。

睢州王氏
作为地方望族
之一，其族人
或为官归里，
或寄情山水，
筑建了数量不
菲的园林，在
睢州众多的园
林 中 个 性 鲜
明，如所建王
墅、红药庄、今
雨堂、笑拙堂、
退圃、且圃、留
园、潭西草堂、
一鉴草堂、浮
香阁等亦颇著
名声。

睢州王氏后人王艳昌在讲述王组、王式似的事略

大多人筑园为自娱，而
夏陵王氏孝子王式淳筑园
则为奉母，这是他筑“且圃”
的主要目的。王式淳，王组
之子，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进士，授西宁知县，全县
大治。移任祁阳知县，科教
严明，赏罚必信，惩顽治劣，
不准官吏骚扰百姓，众皆乐
意缴纳赋税。遇到灾年，式
淳未及向上级报告即先救
济灾民；判案秉公不徇私
情，升汉阳知府。此地世称
难治之地，他剔除宿弊，商
人称颂。州志有传。王式
淳的母亲宋恭人，西陂宫师
之女，晚年喜欢居住地势高
而又干燥、凉爽明亮的地
方，于是式淳乃于睢州城西
郊构筑“且圃”，供他母亲游
乐其中，颐养天年。

王式淳在且圃中引泉
水种置紫荆，间以竹屏，翠
竹丛丛相连，委曲映掩，疏
竹弄影，青苔听雨，柳荫幽
兰，一花一木见精神，无不
饶有审美趣味。王祖恢《浮
香阁轶闻绝句》曰：“且圃紫

荆迤里开，竹屏红紫掩苍
苔。肩舆柳外参差至，公子
花时奉母来。”诗写春天且
圃中紫荆花开，行行相联，
紫红成片。加以竹屏曲折
围绕，将地上苍苔碧痕遮掩
起来。这时，式淳陪母亲到
园中赏花游乐，情景生动如
画。

此外，睢州夏陵王氏所
筑园子还有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举人王式灏少年
读书处“一鉴草堂”，“一鉴
草堂遗稿在，空馀蟫鼠待扬
云”。并有王繻长子王沛闻
的“留园”在鸣凤门外，园中
有“远堂睡足轩”；王繻三子
王澄慧的“潭西草堂”在居
舍旁。王繻次子王澄思为
康熙辛卯举人，诗文、书法
妙绝一时，自己无园，曰：

“吾兄弟皆有园，即我园
也”，对客人说：“吾有‘即我
园’，盍从游乎？”他“远堂抛
卷潭西坐，世是先生即我
园”，州志录其诗《淡巴菰
歌》。另有王式璧孙王祖恢
的“浮香阁”。

“ 虽 由 人 做 ，宛 自 天
开”，园林崇尚自然。“退圃”
乃夏陵王式壁所建。一个

“退”字，表达了他顺其自
然、物我两忘的境界。王式
壁，字芜湖，王绅四子，著名
乐师，曾任直隶新城县知
县。在年轻时就与睢州大
儒李遥之孙李翁丛（号柳
坨）天天有好酒清歌之会。
后在居舍旁筑苑，名曰“退
圃”。苑中有“桐华书屋”，
梧桐树数十棵，高大茂盛，
干粗合抱。春天桐花盛开，
花香浓郁扑鼻，蜂蝶飞舞，
甚是壮观。园内植牡丹数
百株，花开时园中各室内瓶
插、盎放，摆列于几案之上，
香染数室。李翁丛一日梦
见退圃园中名花盛开，并有
奇石高可丈余屹立亭后，上
写“绮石天香”四字，铁线文

篆写而成，署名乃是箬林吏
部，甚觉奇异。醒后，李翁丛
便给式壁述说梦中情境。式
壁依据梦中绮石形状，购来
石料立于园中，李翁丛以梦
中书法笔意补写其上。

王式壁爱好弹唱，曾随
全国名师孙九皋弹三弦。式
壁指法娴熟，发音优美，九皋
自认不如。孙九皋为清代乾
隆年间昆曲名伶，扬州老徐
班歌板师，初在皇宫内苑娱乐
场所弹弦，当时内苑弹弦最精
美者有三人，他居第一。王
式壁晚年聘请孙九皋在退
圃园教童子，孙常与式壁和
乐，弹奏转关促拍、悠扬缓
度，与其他人演奏确实不同。
王祖恢《浮香阁轶闻绝句》
就此写道：“绮石天香入梦
真，碧梧花吐十围身。江东谁
衍孙郎派，弟子中原白发新。”

一面面古典之窗，一道
道岁月之门，引领着我们走
进夏陵王氏园林。“笑拙堂”
是王绅次子、王式谷之弟王
式似在睢州右光门西南.18
里处建造的别墅，极具情
致。王式似，字教存。性格
沉静，少年补博士弟子，淡
于进取，励志向学。他于宅
后建屋数间，拜请睢州学者
田兰芳为师课读。学业期
满，经科举考试，授知县之
职，他却不赴任。家居20余
年，每天以亲自为子授课为
乐，以抚养弟王式珪遗孤和
朋友的孩子为己任。闲暇
无事时，“则手一编坐襄麓
山房，志趣泊然”。州志传

记将其列为隐逸。以子王
懋，封赠奉直大夫、北城兵
马司正指挥。州志有传。

王 式 似 筑 建“ 笑 拙
堂”，取陆游诗《幽居》“人
笑拙疏安淡泊，天教强健
享清闲”之“笑拙”，聊以自
慰。园内古柏偃卧，苍翠葱
茏，西北隅有“翠璅亭”。他
经常请睢州学者田兰芳和
客居睢州的苏州诗人张匠
门（即张大受）等人宴游花
木翠柏之间，观景赏月，饮
酒赋诗。王祖恢《浮香阁轶
闻绝句》写道：“溜雨青铜岁
几经，数椽小筑昼长扃。匠
门来作秋堂客，犹赏离报翠
璅亭。”

孔子曾指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园林以得水为贵，注重与假山、植物及人文
的结合，使之如水墨画般情景交融。夏陵
王式谷晚年在睢州城左翼门内所筑“今雨
堂”，正是他寄情山水的品格体现。王式
谷，字诲存，王绅长子，生而警敏。康熙二
十年（1681年）举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进士。官中书舍人，迁兵部车驾司郎
中。在督学江右时，选拔入贡考试的举
子，竞争者众，四处托人情送贿赂，式谷皆
拒之门外，秉公而不徇私情。有一应试者
已在选中之列，本人不知道，还向他馈送
千金行贿，遂被逐出。式谷竭力帮助父亲
王绅去淮督修高家堰三年，正要赴延建道
任参议，父亲逝于京，他遂扶棺返里守
孝。从此远离仕途，闭门不出。著有《今

雨堂遗稿》。州志有传，并载其文《重修玄
帝庙碑记》。

王式谷居家后，为便于著书和生活，在
睢州城修筑“今雨堂”。“今雨”语出唐代杜
甫《秋述》“旧雨来，今雨不来”，后用“今雨”
指新交的朋友。“今雨堂”园内厅堂的东廊
面临湖水，不设墙壁、篱笆，坐在堂内眺望
湖水，一派清明，常有沙鸥、水鸟浮水而至，
戏于堂前，别有情趣。清代著名词人、藏书
家朱彝尊题字——“山水之间”。扬州书画
家戴礼画竹石于园林墙壁之上，清雅不
俗。王祖恢《浮香阁轶闻绝句》赞曰：“一带
亭廊面水开，小山初叠树新栽。都无篱落
鸥常至，为有帘栊燕不来。”写出了“今雨
堂”的清雅幽静，可谓园中诗情画意无处不
在，是读书著文、饮酒赋诗的好居处。

园林，历来特色鲜明地折射出中国知
识分子的自然观和人生观。每个园林又皆
有主题，体现园林主人的个性与情趣。“红
药庄”是睢州夏陵王氏的另一出类拔萃者
王组所建，该园的主题即是在庭苑内种植
大量芍药和花木，因而得名。王组，字公
冕，乃王绅之弟。清初以明经授彰德府教
谕，迁任直隶元氏县知县，曾拨出仓谷数千
石赈济灾民，而用自己的俸禄填补国家粮
仓的亏空。后升任湖南宝庆府知府。宝庆
多崇山密竹，居民多为瑶族人，时有土匪出
没，残害瑶人。王组禁奸除匪，又深入瑶
寨，劝抚 300余寨的百姓入籍为民。清冤
狱，罢恶棍，全境太平。王组居官多年，为

政清廉，一介不取，死后由友人捐款资助殓
葬。以子王式淳，封赠中宪大夫、湖广汉阳
府同知。州志有传。

王组所建红药庄在睢州城左翼门（东
北门）外数里处。每年春季芍药盛开，姹紫
嫣红，争奇斗艳，景色诱人。截断竹筒盛
水，插上盛开的芍药，遍置在东郭佛寺，色
彩缤纷艳丽，数丈处璀璨鲜明，如同列绣屏
风，经精心栽培，细致裁剪，拼凑成不同龙
凤吉祥图案，甚是壮观。清代王祖恢《浮香
阁轶闻绝句》有生动的描述：“轻荫柳外有
莺语，婪尾凌晨开已齐。白白红红如斗大，
万枝香露插招提。”诗中形容芍药花“红红
白白”如“斗大”，可见花开时的大而奇。

王墅丛梅：澹云疏雨故相宜

红药香露：轻荫柳外有莺语

今雨堂语：山水之间著文章

墅堂笑拙：数椽小筑昼长扃

退圃牡丹：绮石天香入梦真

且圃紫荆：公子花时奉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