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篡 月乙 朋 直 之 隽是
，

划

沃 祖 全

滕王阁为唐高祖子元婴任洪州刺史时于

唐永徽四年 �公元���年�所建
，
后被封为滕

王
，

故名滕工阁
，
至今已有����年历史

，
它

与武汉的黄鹤楼
、

岳阳的岳阳楼并称江南三

大楼阁
。

唐滕王阁踞丘
、

临江
、

负城
，
以建

筑
“
瑰伟绝特

” ，

临江高峙而闻名
。

唐韩愈称
“
江南多临观之美

，
而滕王阁独为第一

” 。

历

代文人学士为阁吟诗挥毫大力渲染
，

唐初著

名诗人王勃所作
“
滕王阁序

”
更使滕王阁名声

大振
，
其中

“
落霞与孤鹜齐

飞
，

秋水共长天一色
”
及

“
画

栋朝飞南浦云
，
珠帘暮卷西 、

阁与沿江路的关系
。

一
、

阁 址 选 择

阁址的选择至关重要
，
它不仅要满足重

建滕王阁的种种要求
，

还需结合沿江路的规

划和现状情况
。

首先要解决是否需要放在原

阁址上的问题
。

据考证
，
历代阁址曾有多次

易地 �图 ��
。

自建阁以来
，

历代大修或重

山雨
”
等已成为干古 绝 句

。

该阁历经唐
、

宋
、

元
、

明
、

清等几个朝代
，

几经兴废
，

最后于����年北阀战争中被

军阀付之一炬
，
从此荡然无

存
。

解放以后
，

曾多次打算

重修
，
但未能实现

。

三中全

会以后
，

随着国民经济好转

和旅游事业的发展
，
省市政

府决定重修滕王阁
，

相信不

久的将来
，

这座驰名中外的

巨阁将矗立在赣江之滨
。

滕王阁重建规划需要解

决如下问题
�

一
、

阁址的选

择， 二
、

新阁采用什么建筑

形式， 三
、

阁的功能要求和

规模， 四
、

新阁如何体现原

滕王阁的诗情画意，
五

、

新

兰兰硷纂纂

理理理

图 � 滕王阁原阁址变迁及新阁址选点位置



图 � 元膝王阁 根据元画绘制

修有��次
，
其中唐朝 �次

，
宋朝 �次

，
元朝

�次
，
明朝 �次

，
清朝�次

。

自唐至北宋
，

阁址未变
。

唐阁记有
“ 背邪郭不二百步有巨

阁称滕王者 ” ，
北宋阁记有 “ 阁在郡之西

，

距城门一百八十步
， 。

唐
、
宋城西只有一门

，

即章江门
。
由此可见唐

、

北宋之阁址在章江

门外西偏北处
。

至南宋
，
因河岸 冲 刷 而 阁

废
，
重建新阁于城墙之中

，

宋范成大有
“
余

至南昌登滕王阁
，
其故基甚侈

，

今但于城上

作大堂耳， 之语
。

至元朝阁仍在 城 墙 之 上

�图 ��
，
元阁记有

“
郡城之上 有 滕 王 阁

者 ” 、 “ 豫章城上滕王阁 ” 及
“
高阁城头户

篇开
” 等句可证

。
明初

，

阁仍在城墙之上
。

据记载
，

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
，
曾在城头上

之滕王阁宴请诸将
。

不久朱元璋出于军事需

要
，
命移城去江三十步

，

城墙西迁后
，
新阁

建于城下 �见封三�
，
但阁址无多大变动

。

直至清朝
，
阁虽多次修建

，

但多在原地 �图

� �
，

清阁记有
�高楼负崇郭

，

盛起城之偏
”

之说
。

由此可见
，

过去的阁址并非在一处
。

唐及北宋的阁址已沦于江中
，

最后的阁址目

前已建成学校
，
一时不可能拆迁

，
用地也十

分揭促
，

加上沿江路在西侧通过
，

也很难形

成原滕王阁的诗情画意
。

最后还是决定另选

阁址
。

新阁址可供选择的地点有四处 �图 ���

第一处在八一桥下游铁线湖附近填江建阁
，

该处用地宽敝
，
面对西山

、

赣江
。

不足之处

图 � 清膝王阁
， 同洽十一年 ��盯�年� 建

，

很据盆片绘制

是太靠近城北工业区
，
污染较大

，
从江面望

去
，
背景为林立的烟囱

，

大杀风景
。

第二处

在八一桥上游原唐阁址附近填江建阁
，
符合

原阁位置
，
然而今非昔比

，

该处离八一桥过

近
，
既影响阁的观瞻

，

又填江后将会影响赣

江肮道
。

第三处在最后阁址附近填江建阁
，

从阁址位置讲是很理想的
，
但目前此处为货

运码头
，
是南昌水运主要集散地

，
随着赣江

航道的疏通
，

水运将有较大的发展
，
规划上

必须留足码头线
，
此处填江建阁后势必影响

码头的建设
。

第四处是赣江抚河交汇处
，

由

于沿江路兴修防洪工程采用抚河堵 口方案
，

利用堵口扩大面积填江建阁
。

经各方面专家

和城市规划部门
、

水利部门
、
航运部门研究

确定
，

滕王阁阁址定在此处
，

同水利工程结

合施工
。

这显然是合理的
。

新阁址占地 �公

顷左右
，
东面紧靠沿江路

，

江岸为客
，

货运

码头
。

西面是新洲
，
与阁址有通航船闸相隔

，

目前为造船厂
，

远期规划为滕王阁公园一部

分
。

南面有路连通沿江路和西河大堤
，

路南

有�
。

��公顷用地一块
，

可作停车场和商业用

地
，

再南为堵 口后的抚河尽端
，

规划时可充

分利用该处水面
。

阁址西北面临波涛浩渺的

赣江
，
对岸是郁郁苍苍的西山

。

二
、

建 筑 形 式

重建的滕王阁采用什么建筑形式是一个



值得探讨的问题
。

阁初建于唐
，
历代在重修

、

重建封采用不同朝代的建筑形式
。
现在恢复

滕王阁也不是非唐式不可
。

唐滕王阁到底什

么样子
，
无太多资料可考

，
只能在过去的诗

王阁历史文物展览室
，

让游客了解历代滕王

阁的形象和有关描述滕王阁诗词文章
。

小宴

会厅也必不可少
，
唐洪洲都督阎伯屿曾在滕

王阁上宴请众宾
，

王勃在宴会上即兴作 “ 滕

词中依稀可辨
，

要恢复

唐滕王阁原 样 着 实 困

难
。

宋之滕王阁有宋人

画可作依据 �见封三�
，

宋画重写实
，
从画中可

以看出建筑层次交待清

楚
，
飞檐斗拱符合宋式

营造法则
。
由于该画流

传甚广
，

其形象已为大

家所熟悉
，
易被大家接

受
。

再者
，

据考宋滕王

阁大于唐和其他朝代
，

宋式建筑较唐式华丽
，

所以拟采用宋式或宋带

唐式
，

这样易收雅俗共

赏的效果
。

仁黯缝淤月

图 � 滕王阁重建方案一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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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功能要求

和规模

宋滕王阁主体建筑

底层 面 积 约 ����
� 。

昔日滕王阁是供达官贵

人登高 玩 赏
、
吟 诗 作

画
、

歌舞宴请之用
。

今

日新建滕王阁是为人民

服务
，
因此必须体现群

众性
，

要考虑有较大的

用地面积和较大的建筑

面积供众多游客活动
。

新阁除了考虑能满足众

多游客登阁眺望大好河

山
，
诗人画家即兴吟诗

作画外
，

还需有历代滕

既既既

图 � 方案二总平面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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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亭



王阁序 ” 之美谈已家喻户晓
，
国内外游客能

在滕王阁上品尝南昌风味的美味佳肴也是一

大乐事
，
并能发思古之幽情

。

从使用的要求

出发
，

新阁的面积应该比历代都 要大才 合

适
。

历代滕王阁规模大小基本能反映出当时

朝代的兴衰情况
，
因此

，
新建的滕王阁要求

比历代更宏伟壮观
，

华丽绝特
，
以体现新中

国富强昌盛
，
从而唤起国内人民

、

海外侨胞

爱国之心
。

四
、

体现诗情画意

新阁规划两个方案 �图 �
、
��

，
它们

的布局
、

朝向虽有不同
，

但所表现的意境略

同
，
今以第一方案为例

�

阁西北面向江面
，

平面呈对称形
，

入 口

处采用清滕王阁布局手法
，
设置牌楼一座

，

牌楼的建筑形式和其他建筑一样均用宋式
，

牌楼额匾仍用本地人所熟悉的 “ 荣戟遥临
”

四字
，
这样首先就给人以 “ 像 ” 的感觉

。

牌

楼兼作大门也为管理上所必需
。

入牌楼
，
甭

道两侧为牡丹花坛
，
花坛石刻映蝶图案

。

据

考滕王善绘峡蝶
，
不少吟滕王阁诗词把映蝶

比喻滕王
，

如 “ 何处能寻峡蝶图 ” 、 “ 当年

峡蝶知谁画 ” 、 “
春风峡蝶知何处” 等

。

建

议今后滕王阁的藻井
、

石栏等均可采用峡蝶

图案
。

过甫道拾级而上
，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布置在第一台基中央的石碑一方
，

正面镌刻

王勃 “
滕王阁序 ” 全文

，
背面刻有出于全国

著名书法家之手的
“ 重建滕王阁记 ” 。

再登

高
，
即上第二台基

，
中为滕王阁

，

盛立于高

台之上
。
两 侧 为 “

桂 殿 ” 、 “ 兰 官 ” ，

成
“ 品 ” 字形布局

。 “ 桂殿 ” 、 “ 兰宫 ” 出于

王勃的 “
滕王阁序 ” 。 “ 桂殿 ” 将用作滕王

阁的历史文物陈列及贵宾接待室
。 “ 兰官 ”

用作书画展览及肠宝
、

书房
，
两侧庭院种植

几株名贵的四季桂
、

广玉兰
，
以点

“
桂殿

， 、

“ 兰宫 ” 之题
。

阁高��米上下
，

平面成
“
十

，

字形
，
重搪歇山

，
层层可登

，
每层均有游廊

以供眺望
。

用琉璃瓦屋顶
，

画栋雕梁
，

极尽

瑰丽
。

登阁极目远眺
，
翰江

、

西山
、

南浦呈

在眼前
，
根据不同季节

，

不同时辰
，
在这里

能观赏到 “ 落霞与孤鹜齐飞
，

秋水共长天一

色 ” ，
西山苍苍

，

赣水茫茫
， “
秋风起南浦

，

夕照在西山 ” 之美景
，
并会有

“
天高地迥

，

觉宇宙之无穷 ” 之感
。

从阁下望
，

能
“
俯雕

莞
” ，
有 “ 下临无地

”
之势

，

右侧码头之舟
，

大有
“
炯舰迷津 ” 之意

。
阁之两侧有小丘

，

东侧小丘之上设一小亭
，
日 “
文亭 ” ，

内立

石碑一块
，

铭刻文天祥 �江西吉水人� 《滕

王阁》 诗一首� “
五云窗户橄沧浪

，
犹闻唐

人翰墨香
。
日月四时黄道阔

，

江山一片画图

孤孤孤

图 � 从翰枉看膝王阁

一
��

�



图 � 滕王阁周围建筑高度控制线

长
。

回风何处搏双雁
，
冻雨谁人

驾独航
。
回首十年此漂泊

，
阁前

新柳已成行
。 ” 以资纪念这位民

族英雄
。

下阁至高台
，

两侧亭廊

曲折环抱
，
更烘托阁之瑰伟

。

沿

江亭廊供游人憩息
、
眺望之用

，

此处江风习习
，
能一 扫 登 阁 之

累
。

东侧之亭日
“
抱翠 ” ，

西侧

之亭称
“
压江 ” ，

此名系采用宋

滕王阁两侧的亭名
。

沿江台基陡

然临江
，
建成城墙形式

，

好似阁

建在城墙之上
，
以符合 “

豫章城

上滕王阁 ” 的意境
。

下高台至沿

江台基
，
在此可登

“ 青雀黄龙之

轴 ” 的游船漫游赣江
，
从江面望

去
，
但见阁建于

“
层 峦 耸 翠

”
之

中
， “ 列冈峦之体势 ” ，

更使阁

有 “ 上出重霄 ” 之感 �图 ��
。

以上种种规

划设想
，
意在采历代滕王阁之长融于今 日滕

王阁之中
，
力使今 日之滕王阁不仅更加瑰丽

壮观而又不失昔 日滕王阁的诗情画意
。

五
、

与沿江路规划的关 系

重建滕王阁必须同沿江路改建规划相结

合
。

首先
，

要对阁周围建筑高度 进 行 限 制

�图 ��
。

现沿江路改建规划中自南浦公园至

滕王阁之间����米沿江绿化带把两地联接起

来的设想是很好的
。

南浦
，

是豫章十景之一
，

称
“ 南浦飞云 ” ，

过去是迎送达官贵人到离

南昌的客运码头
，

文天祥诗有
“
半生几度此

登临
” ，

白居易诗有
“ 南浦凄凄别 ” 之句

。

目前在抚河桥畔已建成南浦公园
，
并建有南

图 � 滕王阁游览路线图

浦亭
，
但效果不佳

。

建议在改建沿江路时重

建
。

南浦亭应有适当高度
，
使滕王阁上能见

到
。

南浦设游船码头
，

登舟顺抚河而下
，

过

船闸至滕王阁
，
形成一条水上游览线

。

滕王

阁对面赣江西侧有一大块沙洲
，
面积达几干

亩
，
秋日水退后成一片绿洲

，

现称
“
红谷滩

” ，

就是 “ 滕王高阁临江诸 ” 的江诸
，

该地只要

稍加建设就是一处秋夏游泳
、
纳凉之处

，

人

称为南昌的 “ 太阳岛” ，
建议该处保持原来

面貌
，
并与滕王阁

、
南浦

、

沿江绿化带构成

环形游览路线 �图 ��
。

为纪念滕王阁建阁����年
，

今年九月九

日重阳节—即王勃作 “ 滕王阁序
”
之 日

，

重建滕王阁将奠基
，
相信不久在祖国名胜古

迹的百花园中
，

将会增加这朵奇花异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