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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等一回之登武漢晴川閣記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這是唐代詩人

李白所寫的《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此詩中的“江城”，就是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武

漢”，也是因此詩武漢自古稱為“江城”。 

 

--題記 

 

自二〇一五年西安、二〇一七年長沙之旅後，今年九月二十日晚我踏上了開往湖北武昌

的臥鋪列車開啟我的江城武漢三日之行。至此，詩仙李白所提及的三座城市我都留下了印跡。 

 

九月二十一日早晨六時四十分，列車抵達了武昌火車站，回憶十年前(西元二〇〇八年)

的今天，我正在西部省份四川省的都江堰和青城山旅行，今日則開啟中部湖北省的武漢三日

之旅。武漢是我成年以來繼成都、杭州、南京、哈爾濱、臺北、西安、南昌、合肥、長沙之

後到訪的中國第十個省會城市。 

 

早晨的武昌，秋風習習，從武昌火車站到我所預訂的漢口火車站附近的旅館雖有地鐵，

但為了觀賞武漢市容市貌，我特地選擇乘坐 10 路公車前往旅館，在巴士行進過程中，透過

車窗，我看到了江南三大名樓之一的黃鶴樓，龜山鎖大江的長江大橋，還有俞伯牙鐘子期相

約的古琴台。不知不覺，約一小時後，我抵達漢口火車站。 

 

之所以此時選擇來武漢，不光是旅遊，另一個原因是，目前定居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我

的已故忘年交王恩禧老師的追思會告別儀式將在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半(墨爾本時間)在

墨爾本斯普林韋爾墓園博伊德教堂舉行，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隨著國民政府在內戰中失利，

王老師隨同家人從漢口前往臺灣。在王老師離開大陸的城市漢口，我將和墨爾本同步，為王

老師做追思禮拜告別，我想也具有特別的意義吧。 

 

今天是我的武漢之旅的最後一日，前兩天遊覽了中國最美大學武漢大學，高山流水覓知

音的古琴台，東湖磨山景區，武昌起義紀念館，黃鶴樓、武漢長江大橋、戶部巷以及中共五

大紀念館。今天一早我就從旅館搭乘公交前往有楚天第一名樓之稱的“晴川閣”。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數天前，我在電視上還看到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播出的《中國詩詞大會》第五季節目中提及描寫晴川閣的名句。不錯，晴川閣得名于這唐代

詩人崔顥的這首詩，與黃鶴樓、古琴台並稱武漢三大名勝。晴川閣位於武漢市漢陽區龜山東

麓、洗馬長街的禹功磯上，北為漢水，東為長江，與武昌蛇山黃鶴樓隔江相望，是武漢地區

唯一一處臨江而立的名勝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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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川閣始建于明朝嘉靖二十六年到二十八年（西元一五四七年—一五四九年），為漢陽

太守范之箴在修葺禹稷行宮（原為禹王廟）時所增建，晴川閣景區的整體建設從一九八四年

開始複建，曆五年而完成。晴川閣主要由晴川樓、禹稷行宮、鐵門關三大主體建築和禹碑亭、

朝宗亭、楚波亭、荊楚雄風碑、敦本堂碑以及牌樓、臨江駁岸、曲徑回廊等十幾處附屬建築

組成。 

 

明天(九月二十四日)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日--中秋節，在此時節來有“三楚勝境”

之譽的晴川閣遊覽別有一番風味。到達晴川閣門口，看見大門上貼著“臨時閉館通知”，上

面寫著：“因‘秋江月色’中秋詩會搭建舞臺的需要，二十三日臨時閉關一天”。看了這個

資訊，心裡頓時萌生憾感，來得可真不湊巧。雖然今日閉館，但我未立即離去，而是在附近

轉悠了一會兒。我看見陸陸續續地有貌似參加“中秋詩會”活動的彩排人士從大門右邊的小

門進入晴川閣，此刻我像“一休哥”似的靈機一動，趁人多時跟在那些彩排人士中混了進去，

果不其然，我成功了，終於進入了今日不對遊客開放的晴川閣。 

 

進入晴川閣，我不禁想默誦唐代詩人崔顥的千古名篇《黃鶴樓》：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在崔顥的詩句裡面，黃鶴樓是虛的，黃鶴一去，白雲千載，給人虛無縹緲的感覺；詠漢

陽則是實際的，晴川歷歷，芳草淒淒，讓人覺得清晰如近在咫尺，那一天，他遠遠望見，一

個綠意蔥籠、綠陰覆蓋的漢陽，生命中的一片綠色，我們身在晴川閣，遠眺長江、黃鶴樓，

一尋古人當年感悟…… 

 

進入後，面對大門的是一座“荊楚雄風”石碑。看了旁邊的介紹，此碑刻於清乾隆三十

五年(西元一七七〇年)，為荊南觀察使者李拔所書。碑文讚揚荊楚民眾與洪災水患頑強拼搏

的精神。時值抗擊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非常時期，作為一名業餘的文學寫作愛好者，我

衷心地希望包括武漢在內的整個湖北人民乃至全體國人同胞們懷著“荊楚雄風”的精神能

夠 擊滅病毒戰勝疫情！ 

 

繼續前行，門內東邊有楚波亭，始建於明代，為紀念大禹治水而建。今亭建於一九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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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為平面呈扇形的暖亭。楚波亭後越過一座牌樓，上面寫著“古晴川閣”。拾級而上，便

見禹稷行宮。禹稷行宮即禹王廟，是歷代祭祀為治水建立豐功偉績的大禹的地方。我來到了

廟的週邊，週邊臨近長江。秋日的江風徐徐撲面而來，使人有一種沁心飛揚之感，只見長江

波濤洶湧水流喘急，好似一匹脫韁的野馬怒不可解的，一浪接著一浪流向遠方，這兒的江面

十分寬闊，江水在陽光下波光粼粼。江上水域開闊，偶爾有運送沙石或者貨物的船隻經過，

三三兩兩，有了這些來往的船泊的襯托，顯得長江更加豪邁，更加雄壯，更加生動了。右邊

是武漢長江大橋，雖不比南京長江大橋宏偉壯觀，它畢竟是新中國成立後揚子江上的第一座

大橋，貫穿了整個江面連接長江兩岸。此刻，我想起了我們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詞《菩薩

蠻·黃鶴樓》： 

 

茫茫九派流中國， 

沉沉一線穿南北。 

煙雨莽蒼蒼， 

龜蛇鎖大江。 

黃鶴知何去？ 

剩有遊人處。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武漢長江大橋和南京的一樣，都是上層通機動車和行人，下層走的是火車。對面的黃鶴

樓在陽光下散發著金光，顯得格外耀眼。黃鶴樓與晴川閣好似一對兄弟共同守護著長江。這

些融合在一起，讓人感覺在晴川閣上眺望揚子江才能真正感受到其恢弘與雄壯的氣魄。 

 

除長江大橋外，還有隔江而望的黃鶴樓，雄偉有餘卻不及晴川的秀美。黃鶴樓聞名天下，

但這座並不有名的閣卻體現出小家碧玉一般的動人氣質。看著滾滾長江東逝水，思大禹治水，

眼前的一切，會讓每一個人都思緒萬千。 

 

看過外景後，進入晴川閣，首先就看到有一尊大禹塑像，牆上繪有“禹跡圖”，表現大

禹治水的情景。說起大禹，不禁使我回憶起二〇一三年九月的中秋假期，我恰巧在浙江紹興

遊覽大禹陵。禹的忘我的精神，成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美德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至今，在

中國許多地方，都留下了關於禹的遺址。 

 

禹王廟的右側有禹碑亭，相傳亭中的禹碑原系大治水功成刻名衡山所留，即從湖南南嶽

衡山移於此。刻碑人乃清著名文人毛會建。如今原碑已經殘破，新碑是從西安碑林摹刻的。 



千年等一回之登武漢晴川閣記 (作者:Winter Wang) 

 4 / 4 
 

 

穿過晴川閣，來到鐵門關，鐵門關是一座城門，上面的牌匾是清末重臣張之洞撰的“翼

際雄關”四個大字。建於三國時期。從三國時期到唐初，鐵門關一直是武漢的軍事要塞。唐

武德四年（西元六二一年），漢陽建磚城之後，鐵門關的軍事作用日減，逐漸成為文化、經

貿交流的一條重要通道。 

 

登上鐵門關，回望禹碑亭，任憑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比起黃鶴樓的人潮如湧，我

更喜歡晴川閣的寧靜，雖然看似不高大偉岸，但其中內秀滋味需要慢慢感悟，千百年來，風

雲變幻，才子佳人、英雄輩出，刀與火的考驗無法埋沒人們心中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無法磨

滅人們對於詩詞懷古中，一首首佳詞絕句的深深體會……難怪今日閉館為明日中秋節舉辦的

“‘秋江月色’2018晴川國慶中秋詩會”做準備呢！ 

 

回望當年清代小說家劉鶚登晴川閣，今日我幸運地在閉館日也登上了晴川閣。在晴川閣

上吟誦其作，很有意境。 

 

《登晴川閣》 

背負龜山俯大江，玲瓏四面啟軒窗。 

後湖帆影參差出，隔岸鐘聲斷續撞。 

倚檻快當風習習，披襟但聽水淙淙。 

西行更看洪爐冶，獨坐籃輿過石矼。 

 

晴川閣的歷史雖然沒有黃鶴樓、岳陽樓那樣悠久，相對起黃鶴樓來說多了一分典雅，也

多了一分詩意。但由於其所居獨特的地理環境、獨具一格的優美造型以及諸多文人名士的贊

詠，使它贏得了重要的歷史地位。因此，“楚國晴川第一樓”冠譽於晴川閣是不為過的。從

遠處看去，晴川閣巍峨壯觀，氣勢不凡，似有鎖大江之英武，加以古色古香的傳統風格，堪

稱江城武漢一大景觀，見證著長江的東去，也見證著這座城市的發展。 

 

武漢加油！中國加油！(完) 

作者寫于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修改於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上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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