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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泰文化之旅泰州望海楼篇 

 

自从我们每个人从呱呱落地开始，就注定一场旅程的开启。二〇二〇年是不寻

常的一个年度，包括上帝也没能料到突如其来的一场新冠疫情会横扫全球。在

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地都已陆续复工复产和复学，疫情防控工作进

入了常态化阶段，我也开启了“常（熟）泰（州）”之旅。 

 

--题记 

 

为什么会选择常熟和泰州之旅呢？说起来也很巧，今年由于疫情，我写了几

篇与疫情有关的文章意外地获得了“青年作家网”和“中国散文网”举办的征文

比赛的奖项。正因如此，我有幸了结识了“青年作家网”一位妈妈级的签约女作

家，她的笔名叫“卡兰诺”，来自浙江杭州，我称呼她“卡卡姐”。通过与“卡

卡姐”交流，我得知她要去常熟市图书馆参加“一意在书”阅读快闪活动。说起

泰州，那是因为今年在“上海情愫”微信群中认识的文学写作爱好者忘年交石先

生，他的故乡就是泰州，读了他的几篇关于泰州的文章。于是，我遂决定九月中

旬休年假开启我的“常（熟）泰（州）”之旅。 

 

九月十五日傍晚，为期一天半的常熟之旅结束后，我登上了 D5562 次列车前

往泰州，开启泰州一日游。抵达泰州车站，天色已晚，我直奔旅馆休息为第二天

的行程做准备。 

 

到了泰州，知道了泰州被称为“水城”，与江城武汉近似。七百多年前，西

方人马可·波罗曾游历泰州，称赞“这城不很大，但各种尘世的幸福极多”。水

是泰州的特色和灵魂，哺育世世代代泰州人的凤城河，千亩水域绕城四周，是江

苏省现存的为数不多的较完整的千年古城河。凤城河畔，望海楼、桃园景区内

30 多个景点汇集了泰州历史、戏曲、民俗、商贾四大特色文化。桃园东侧六百

米长的麻石老街，青砖黛瓦，展现了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泰州古街巷，皮包水、水

包皮，戏院书场，泰州古城的草根文化在这里尽现。 

 

比起昨日常熟的阴雨，今天的泰州城张开阳光般的笑脸欢迎我这位贵客。一

天里，我马不停蹄地游览了望海楼、梅兰芳公园、桃园、麻石老街、乔园、柳园

和中国评书评话博物馆多个景点。吃完早饭后，我搭乘公交车前往泰州第一站望

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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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海楼入口处马路对面，有一座天主教堂，大门两侧写有“十字圣架星光荣，

普世万民披恩泽。”一边是天主堂，另一边是望海楼，正如泰州的母亲河凤城河

一样，是不是寓意着望海楼像天主一样守护着泰州城呢？ 

 

在入口处旁的游客服务中心花了 40 元购买了门票，工作人员善意地提醒了

我，因今年新冠疫情关系，望海楼主体内部暂不对游客开放游览。 

 

进入景区，通过花丛边的木制导览图了解到，景区内主要景点有望海楼、文

会堂、四泰石、古城池地雕和州城遗址。当然，望海楼是其中最主要的景点，也

是泰州的标志性建筑。 

 

望海楼有“江淮第一楼”美誉。历史上有海阳楼、靖海楼、鸣凤楼等名。从

古至今，游览望海楼的名人不计其数，他们除了在楼上远眺畅怀、把酒赋诗外，

还会观赏望海楼畔的绿化风景。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曾于二〇一三年元旦前夕

回到家乡泰州登上此楼俯瞰泰州城、察看城河水。 

 

来到文会堂，堂前有一广场。可能是工作日的缘故，广场上除了仅有我一个

游客外，还矗立着一座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石像，那我就称其为“范仲淹广场”

吧！北宋天圣元年(1023 年)，范仲淹来泰州监西溪盐场，滕子京任泰州军事通

判。当时两个人在泰州结识了本地人胡瑗、周孟阳和在泰州景德禅院读书的富弼。

他们五人经常一起切磋学问，吟诗唱和。滕子京为人洒脱好友，就取“以文会友”

之义，在州署内修筑了“文会堂”作为吟唱游乐的处所。文会堂建立之初，范仲

淹赋诗一首，提出“君子不独乐”，这是他 23年后创作《岳阳楼记》，提出“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源泉。范仲淹还特地为文会堂作了一首

《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赋》，以纪胜会。 

 

朝着阳光的方向前行没多久，就来到了著名的四泰石。这块大石头四个面都

有一个“泰”字，分别为四位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所书。

正对着我的“泰”字为胡锦涛所书，上面的“泰”字为毛泽东所书，东面的“泰”

字为邓小平所书，西面的“泰”字为江泽民所书。 

 

离开四泰石，向前走，前方不远处就是望海楼了，此时游客也渐多起来。站

在望海楼下，仰望此楼，回忆起我先后曾到访过的南京阅江楼、宁波天一阁、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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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钟鼓楼、南昌滕王阁、长沙天心阁、武汉黄鹤楼，而望海楼这座楼既不在海边，

也看不到海，可它却被称为望海楼，这是什么原因呢? 

 

泰州古称海陵，如今海水已远退，“望海”之名犹在。相传，望海楼是明代

泰州人储巏建造的。据说，储巏父亲出海经商，来到荒岛上和一位女人结为夫妻，

生下一子一女。后来，储父带着储巏离开海岛，女人抱着女孩投海自尽。储巏长

大后，思念母亲，就在泰州盖起一座高楼，登楼遥望，题名“望海楼”。实际上，

储巏的身世并非如此，他也没有建楼。有人说，这是因为储巏得罪了明朝有名的

太监刘谨。刘谨怀恨在心，捏造了这样荒唐的故事，抹黑储巏。 

 

望海楼始建于南宋绍定二年(1229 年)，距今近八百年。明清重建，此楼屡

毁屡起，大多毁于兵火而起于盛世。现在的望海楼为二〇〇六年重修，楼高 32.25

米，取宋代建筑风格，外观三层环廓，主体色彩取朱红、黄、白三色，古朴典雅。

二〇一二年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楼。原文化部外文局局长、《经济日报》总编辑、

《人民日报》总编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范仲淹第二十八世孙

范敬宜先生作《重修望海楼记》。 

 

离开望海楼，继续前行，来到了古城池地雕，这块铜铸地雕长 10 米，宽 10

米，占地 100平方米。这是《道光·泰州志》里的一副泰州城池图，反映了当时

泰州城的一些主要分部。 

 

来到了碑苑，从外观上看到的是一片竹林，其实在竹林深处，隐藏着二十块

形状大小材质各异的石碑，上面刻着二十首古往今来的文人描绘泰州的诗词，其

中不乏有大诗人的作品。首先看到的是中国前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老先生的一

首《踏莎行》，我的母校安徽五河县第一中学校名也是由赵老先生挥墨题写。这

首《踏莎行》是赵老在一九九三年看过梅兰芳史料陈列馆后为泰州题写。 

 

此次望海楼之行因内部不对游客开放而未能登上楼远眺泰州城，实属遗憾。

我相信今后一定有机会能再来“水城”泰州，登楼远眺，重新认知一下“方知何

处是泰州”。(完) 

 

作者梦晨写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日，修改于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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