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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杜甫草堂考 

彭水明，鲁新民

（湖湘文化志愿者协会，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株洲石浦少陵草堂为纪念杜甫住宿凿石浦题诗而建。其始建于宋，盛于康乾，毁于晚清。杜公在凿石浦住宿时间
短，留下诗篇少；然而，岁月精准，遗址精确，历代怀杜盛事详实可查，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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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识大唐诗圣的人知道，公元７６９年春，杜甫
从长沙出发，溯湘江而上，去衡阳投奔衡州刺史韦

之晋。在株洲境内留下了九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其中第一首诗《宿凿石浦》，为杜工部泊舟凿石浦，

夜宿庆霞寺所作。庆霞寺始建唐贞观元年（公元

６２７年）。“胜迹何缘风景别，佛门兴废仗儒门”。
自杜公题诗后，名声大振，历经传承，香火不断。至

今，旧址住有人家，昔日断壁残垣还在，部分碑刻依

存。不过，如此显赫的庆霞寺在１９９１年版的《株洲
文物名胜志》中尚无记载，紧连庆霞寺上首的杜甫

草堂更无人知晓。除当地老人偶尔聊说杜甫草堂

外，再无任何声响。１９８７年，六卷本《凿石浦志》由
株洲退休教师王扬高先生捐献政府，据查系国内仅

发现的两部村志之一。它印行于清光绪甲辰即公

元１９０４年，现存株洲市图书馆。至此，有关株洲杜
甫草堂的过去才始见端倪。

一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字子美，诗中常自称少陵野
老，曾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世称浣花草

堂，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参谋，严武表为

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所以，子美、少陵、

野老、杜工部等都是指杜甫。其死后获文贞谥号，

明代遂称诗圣。诗人生活在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

时期，他的诗体现民情，风格忧郁，有诗史之称，故

得后人喜爱。为此，全国史志至少载有 ６处杜甫
草堂。［１］

株洲有杜甫草堂，其址在天元区凿石浦社区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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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边，史称石浦少陵草堂。据湖南省旧通志“少

陵草堂在县西凿石浦，唐杜甫有宿凿石浦诗，宋米

芾书怀杜处三字镌岩壁”。县指湘潭县，历辖凿石

浦。杜公在凿石浦的一宿一寺一诗，成就了凿石浦

少陵草堂数百年的辉煌。

据推算，这一宿是唐大历三年清明后约６天，
即农历二月二十九。为公元 ７６９年 ４月 １１日左
右。这一寺为庆霞寺。《凿石浦志》载“据宿凿石

浦诗，当在大历四五年，草堂侧旧有庆霞寺，相传建

于贞观初。公当宿寺中”。［２］１３如今，庆霞寺旧址依

存，残碑还在。而这一诗呢？自然是杜老先生的

《宿凿石浦》：

早宿宾从劳，仲春江山丽。飘风过无时，舟楫

敢不系。回塘澹暮色，日没众星觕。缺月殊未生，

青灯死分翳。穷途多俊异，乱世少恩惠。鄙夫亦放

荡，草草频卒岁。斯文忧患馀，圣哲垂彖系。

这诗标题地名，赏慕春色，抒怀情感，不知倾倒

多少湖湘子弟、墨客文人。于是，在杜甫有宿、有

寺、有诗的地方，后人建起了少陵草堂。

凿石浦清代属湘潭县一都九甲，民国时属湘潭

一区。株洲于１９５１年由原湘潭县撤镇建市后，原
湘潭县的少陵草堂自然归属在株洲。不过，它早已

浓缩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唯有遗址留存。如今“飘

风萧瑟舟何在，送客潺盢水自忙”。不过，全国其他

５个杜甫草堂［２］，其命运大体也与此相似。

一是同谷子美草堂。唐乾元二年（公元 ７５９
年）十月，杜甫弃官携家入秦州，去到同谷（今甘肃

成县）。据清乾隆六年《成县新志》谓：“子美草堂

因杜甫字子美，故名在飞龙峡口。唐乾元中子美避

难居此，作草亭。”其修建年代不知。目前残存一碑

为明万历年间《重修杜少陵祠记》佐证。

二是梓州草堂。杜甫在梓州曾生活了一年零

八个月。人们为了纪念杜甫，在梓州修建了草堂，

后来改建为书院，称作“草堂书院”。解放后，将旧

址改为中学，草堂现荡然无存。

三是夔州韍西草堂和东屯草堂。杜甫于唐永

泰二年（公元７６６年）春末到达夔州（今重庆奉节
县）。杜甫在夔州居住不到两年，换了六个地方，即

客堂、草阁、西阁、赤甲、韍西、东屯，创作了四百余

首诗，体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操。据史载：后人在夔

州杜甫住过的大致地方韍西、东屯均建过草堂，但

今天也不复存在。

唯有成都少陵草堂尚存。在成都浣花溪畔，当

年杜甫营建了一所茅屋，称作草堂或少陵草堂。杜

甫在此生活将近４年，留下了２４０多首诗。以后，
各朝各代多次修葺或建扩，如今系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二

据《凿石浦志》载：“凿石浦在县南七十里，源

出山塘坳合冯家坳水于湘。唐杜甫宿此有诗，后建

草堂”。又见湘潭县旧志载“唐杜文贞公往来衡湘

间，舣舟宿此有诗。宋米芾书‘怀杜处’镌石岩上。

潭人士为建草堂”。诸多古籍记载仅是“后建草

堂”或湘潭人所建草堂，［２］２究竟株洲的杜甫草堂始

建何时？没有明载。

清光绪年间，湘潭晚清名士易慎谷先生在《少

陵草堂》一诗的“灵修恋否江潭畔，指点湘垒旧有

祠”句中留有注解。称“旧有祠”指凿石浦的少陵

草堂，“在石浦庆霞寺上，考堂之建自宋，迄今不知

年代”。易先生通过考察，得出草堂建于宋的结论，

可还是不知具体年代。

其实，米芾来凿石浦题写“怀杜岩”三字，曾给

我们提供了草堂始建的信息。米芾（１０５１～１１０７），
中国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初名黻，４１
岁后改芾，字元章，号襄阳居士、海岳山人等。祖籍

太原，后迁居湖北襄阳，长期居润州（今江苏镇江）。

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查米

芾生平，他２５岁至３２岁官长沙椽，应是此段时间
游历湖南，泛舟湘江，在凿石浦之地见杜甫草堂而

欣然提笔，留下墨宝的。可惜这段历史无具体记

载。唯有先人镌刻江边巨石上的“怀杜岩”三字给

人无限遐想。为此，米芾题词还闹过笑话。八百余

年来，地方一直认为米芾题词为“怀杜处”。直到清

同治辛未（１８７１年）拓片辨认，才确知是“怀杜岩”。
此情地方史志有载：“凿石故有市集，杜子美宿处。

米元章题曰怀杜岩，旧志岩误为处。顷拓摩岩，乃

识其字”。［２］１８

自此，株洲石浦少陵草堂始建于公元９６０年至
１０８２年的北宋年间，该是说得过去。因草堂建之
先，米芾题词后。

草堂建于北宋，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即宋

朝是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鼎盛期。［３］首先，因实行

科举制度，以诗赋取士，促使两宋３００余年有１１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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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过科举取士，其规模数倍于前后朝，１００８年还
出版《大宋重修广韵》，保存了丰富的声韵学材料，

促进了诗词的创作和普及。其次，北宋大开讲学之

门，已经形成了影响力极强的白鹿洞、岳麓、应天、

石鼓书院，号称四大书院。其三，杜甫诗在宋代开

始广为传播，如《杜工部草堂诗笺》《杜诗笺》《分门

集注杜工部诗》等的刻印发行。其四，宋代人们对

观音菩萨、土地菩萨、财神爷、关帝爷、灶王爷等诸

神的崇拜已基本定位，而文人也需要“诗圣”的精神

支撑。所以，少陵草堂应运而生。其他几个杜甫草

堂，考证大多也始建于宋代，这是一种历史必然而

非巧合。

三

株洲杜甫草堂的辉煌期处在康乾盛世，其由临

河门楼、回塘景区、两栋草房、土墙柴门、石刻遗像、

怀杜诗碑等组成。

据《凿石浦志》部分文书透露的信息得知，清康

熙年间，曾任衡阳刺史的高其任先生组织了石浦草

堂的维修扩建，这是清朝建政５０年后，在凿石浦的
首次公益活动。其中特邀金陵人士王廷绶绘像刻

石，衡永观察董廷恩题“集杜诗二首”，高其任负责

刻诗制碑并书“杜宿浦诗”。至此，石浦草堂初具规

模，少陵遗像和杜诗《宿凿石浦》均嵌碑草堂。事

后，组织者留下了一段说明：“杜少陵先生，维缆凿

石浦。曾有诗载在本集。我后登临，流连回溯。爱

敬书泐石，使后之君子，知有所考云。康熙甲戌秋

月道左高其任”。的确，高其任的留言留下了草堂

维修扩建的原因和时间。

次年，董廷恩诗刻碑上墙：“楚岸新收雨，江头

且系船。强吟怀旧赋，盛遇有遗篇。愁谏留匡鼎，

成名异鲁连。词华倾后辈，名器重双全。野寺垂杨

里，何人符大名。文章憎命达，天意薄浮生。老去

才难尽，江流气不平。思吟云物外，长啸一含

情。”［４］该诗成于康熙乙亥年，照此推算，此次维修

应是康熙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之间，即公元１６９４
年秋至１６９５年初。

第二次草堂维修在乾隆二十四年末至二十五

年（公元１７６０年）初，由湘潭知县秦荣、邹健先后组
织募捐修缮，创建怀杜碑林是本次维修的最大亮

点。知县秦荣亲自题撰《谒少陵先生遗像四律》。

其一曰：“招提小歇拂尘状，不为探幽问草堂。一夕

江山分暮色，百年舟楫溯回堂。风流自有高人识，

卜筑空余野衲忙。重剔藓碑遗像在，几回清磬独苍

凉”。一时间众多文人雅士和韵赋诗，每人七律４
首，仅和韵七律就达４８首，有黎希杰、刘元炳等１２
人碑上有诗有名。［２］１加上其他僧人、雅士怀杜诗

篇，总计 ８０余首，形成了株洲历史上罕见的诗坛
盛会。

第三次草堂维修在嘉庆丁丑、戊寅年间（１８１７
至１８１８年），邑人易仲云、易相武、易孟畹和易慎徽
等有识之士见草堂“岁久颓败，多被侵毁”，于是提

议“慷然兴复”。在他们的倡导下，组合地方力量，

清厘草堂故址，捐修前栋草堂及临河门楼，还整理

修筑了回塘。草堂后栋 ３间由乡绅王笃昌独资
修缮。

第四次草堂维修在同治十年即１８７１年，此次
维修详情未载，不过在１０年后的光绪七年一段记
载窥见了当年的艰辛：“草堂在十年前曾经修理。

因所费不支，善后无策，无有过而问之者”。草堂之

败落，已似病体缠身。

草堂之盛为何在康乾盛世之时呢？原来事出

有因。宋建草堂，因时间久远，史料断失，无从考

究。仅载草堂在“大宋南朝零落”。而元初“大元

登基，干戈不息，寺僧亦亡”。凿石浦处“烟火望断

千里路，鸡犬无闻四境中”。明末又遇天灾人祸“崇

祯元年水旱频仍，盗贼充斥，草寇张献忠蹂躏三

楚”。百姓面对“一岁三征，差务重叠”的日子，草

堂何来盛况呢？［２］４

四

草堂的败落，始于晚清。草堂最后一次维修在

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其《石浦草堂善后捐碑》载草
堂之状是“农忙见其轩敝空洞之无物也，往往将诸

$

屑藏置其中。杂沓横陈，庭除皆满。春夏水涨，

尤为特甚。诸同人见之，谓然叹息：嗟乎！以风雅

之地，成污秽之场”。［２］１５此时的草堂虽房屋还在，但

已处自生自灭之状况，无有效管理。

造成石浦草堂消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清廷日渐衰落，西风东渐，观念变革，知识

分子无心探视草堂，晚期的满清政府也是自顾无

暇。１８４２年清政府被迫签署了耻辱的城下之盟
《南京条约》，丢失香港；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惨败，次
年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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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１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更使中华
大地雪上加霜。此时，废科举兴新学，诗圣的地位

开始动摇。知识分子中维新派、新政派、共和派和

革命党人纷纷去革新政治去了，乱世之下谁还记得

少陵野老呢？昔日的文化圣地只留下了孔子的

牌位。

二是草堂没有群众基础，缺乏宗教的完整体

系，导致日常管理失控。与草堂的衰落相反，比肩

而立的庆霞寺仍在晨钟暮鼓香火袅袅之中。村民

记得财神菩萨，经常去祭拜；记得观音菩萨，甚至还

知晓其三月十九、六月十九和九月十九的生日；可

说起草堂，谁还记得杜甫多少忧国忧民的往事呢？

庆霞寺的修葺一千多年来延续不断，至民国三十

年，庆霞寺的“五修寺碑”还在讲述维修的故事。而

草堂仅在知识分子中“重九，雅集同人，举修祀事，

兼以作登高泛菊之会”。庆霞寺有“佛前香灯，僧宜

爱敬，毋得忽视。寺田系招僧供佛，不得典押。住

持僧宜庄重，守僧规”等要求（见道光二十一年捐修

碑拓片，现存株洲湖湘文化志愿者协会），而草堂的

管理却不见记载。

三是草堂地产之争，导致争诉官司不断，彻底

毁坏草堂原貌。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八月，王
氏家族监生王道元、王庆章等人在庆霞寺右草堂左

侧中间间隙地占地兴工起祠，不久又折毁寺的两

廊。此举不亚于平地一声惊雷，引起当地其他姓氏

如附生陈敦吉、郭觉初等人的抗议和申诉。但官司

未完，王氏于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在庆霞寺左侧建祠

完毕，前后两栋，颇具规模，即后来民国所见的王氏

“四大祠”祠堂。寺右草堂余地盖起了横屋５间，还
有厨房杂屋２间，称之“王族学堂”。官司由湘潭县
衙诉至长沙府，双方既是原告又是被告［５］。一方认

为：寺庙草堂系王氏祖上所捐田产，有权处置。另

一方却认为：其为历朝历代仇氏、易氏、王氏等多家

捐助，应为公产，名胜之地不准私用。官司各有举

证，况且代言者都有贡生、监生、附生等功名。

光绪２９年５月（１９０３年），一场沸沸扬扬的争
诉官司终于尘埃落地。由湘潭知县定断而后又有

长沙府断办理的结论是：令庆霞寺归公营；族学充

为湘潭县一都公办蒙学堂；王祠已建好，不予折毁；

考虑草堂已毁，由王氏出银４００两在“怀杜岩”上建
一“怀杜亭”以示敬意；草堂地域所存老坟可以祭

吊，但不准再建新坟。但后来４００两纹银没建怀杜
亭，而充为蒙学经费。８年后，民国降临，一切不了
了之。那些诗碑石像也下落不明，至今仍是迷团。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作者在凿石社区走访中，与本土
居民仇霞林老人交谈过。仇老生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
现年８７岁，耳聪目明，十分健谈。其家族自元代迁
此，至光绪，二十五年已五修族谱，世代居凿石浦花

园岭务农。他说：“我们这里都晓得凿石浦有个草

堂。紧挨庆霞寺右侧，面对大河。解放前自我懂事

起，就见那草堂只有一圈三合土围墙了。”他还说：

“草堂占地约７分，不到１亩，土围墙残缺，看得出
原有２米高。但解放初土墙只有大腿高了。”老人
搞不清杜工部、少陵什么的。当地人习惯湘江称大

河，少陵草堂简称草堂。

综上所述，株洲杜甫草堂亦称石浦少陵草堂，

为纪念杜甫住宿凿石浦庆霞寺而建。其始建于宋，

盛于康乾，毁于晚清。相比国内其他草堂，杜公在

凿石浦住宿时间短，留下诗篇少；然而，杜甫在株

洲，住宿时间精准，草堂遗址精确，历代怀杜盛事详

实可查，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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