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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城隍庙里
供奉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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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海门府”
◎王其康

海陵
旧话

每个城池都有一座城隍庙。城
隍爷就是当地百姓心中的英雄，或
者曾为百姓谋福祉，做过好事善事
的人死后才会被塑成像，受百姓敬
仰，世代供奉香火。那如皋城隍庙
里供奉的城隍爷是谁呢？据记载，
是本县人纪信。纪信因辅佐明太祖
开国有功，敕封为“忠佑伯”。旧《如
皋县志》“武功传”有记载：“纪信，元
至正二十四年（1364）从军。至洪武
时，攻城克敌，屡立战功，授遵化卫
指挥使。年六十卒于家，葬城南
隅。子胜袭父职。”“墓在章家池河
南，墓门朝南，墓前有石几、石碑。”
碑刻“明故昭勇将军纪公讳信之
墓”，俗称“城隍坟”。

各县、州、府城城隍庙皆在衙门
之左。如皋城隍庙在东大街状元坊
东，坐北朝南。头门有石狮子一对。
第二进是戏楼三间，上层朝北，下面
是走道。进去是宽阔的天井。正殿
前有白石月台，殿内正中有两尊城隍
塑像。后面一尊金身，高大威严；前
一尊略小，白面长须，头戴兜鍪，蟒袍
玉带。左右侍立“年、月、日、时”四值
功曹。前设香案，左钟右鼓，两旁架
子上插“肃静”“回避”金字横匾。中
一块是清乾隆年间知县谭大经所书

“放过谁”三字（注：过去，知县兼管司
法，如遇疑难要案，不能查清，或凶犯
逃脱，不知去向，知县则斋戒沐浴后
宿到城隍殿上，第二天或两三天之后
就说城隍示梦，指明案情或逃犯的
下落。实际上是利用作案人心虚，
以此来恫吓，使其暴露。乾隆年间，如
皋顾二麻子被杀分尸一案，知县谭
大经就是用这个方法破案的。故谭
大经知县在城隍庙手书“放过谁”横
额一块）；左右两块分别是“自问心”

“早回头”。柱子上悬挂着好几副对
联，有一副是邑人范研谷所撰：“地
狱即在眼前，莫到犯了时，方才省
悟；业镜虽悬台上，只要过得去，也
肯慈悲”。还有一副：“百行孝为先，
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万恶
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
人”。前檐梁上朝里挂着一张六尺长
的大算盘，那是城隍用来为百姓计算
功过奖惩的。东西厢房各五间，分列

“十殿阎君”“二十四司”“白无常”“陆
二爹”等神鬼塑像；还塑有牛头马面、
刀山、火海、油锅、血污池、奈何桥、锯
捣磨舂等地狱模型，阴森恐怖。

城隍大殿背后，紧接穿堂，也有
一尊城隍像，是出会用的“行像”（每
年清明、七月半、十月朝三个节日，
城隍出巡。因为城隍是伯爵，故出
巡仪式比知县出巡要隆重威武）。
后面三间大楼，俗称“后宫”。楼上
有城隍夫妇像。东一间是寝室，有
木橱桌椅，床上被褥帐枕俱全，并有
梳洗用具。

城隍庙终年香火不断，尤其是
除夕晚上至新年元旦（旧时，元旦即
春节），香客、游客扶老携幼，人山人
海，怎一个“热闹”了得。

“海门府”修缮工程，历时两
年，现进入了扫尾阶段。修缮
后的“海门府”，究竟长个啥
样？笔者作为崇川区文物安全
巡查员，跟进工程近两年，有幸
先睹为快。

“海门府”位于南关帝庙巷
东首，由东西两个合院组成，两
院相通，共23栋建筑单体，占地
面积约3800平方米、建筑面积
约2430平方米。院落宽敞、庄
重朴素、空间含蓄有层次。

《南通市志》对“海门府”有
如下记述：“东、西两宅各五进，
都完好地保存了明代后期的梁
架结构。东宅第二进，是清代中
期建筑。1982年是宅定为江苏
省文物保护单位。”

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考察
此宅院后认为：“这是南通规模
宏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
群。总体是清代建筑，东院第二
进最迟下限可至明嘉靖年间，但
第四进最迟也是明崇祯初年的，
文物价值较高。西院的墙门下
宽上窄是明式，第四进的柱子明
显是明末的，最早不到万历，梁
石础也是明代的。此屋在石础
上加木墩，是为了提高房屋高
度，所以说是清代的，但有明代
基础。”

“海门府”有东西两个大
门。东大门是正门，唯贵宾到来
时才会开启。

进入东大门，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第一进，又称为“倒座”。倒
座的用途，虽各家情况不同，但
大同小异罢了。据王宾家族口
口相传，倒座东边第一间供轿夫
休息，第二间是过道，其余几间
是门房、账房等。

东院第二进，称为轿厅，用
于会见宾朋。入厅正对着板壁，
它起到挡风辟邪和保护后几进
私密的作用。板壁前，古人常规
放长条案，条案前是一张四仙或
八仙方桌，左右两边配扶手椅或
太师椅，以左上右下为序入座。
板壁正中，按“皇、相、翰林、名
人”为序挂字画、匾额，彰显中国
古 代 社 会 文 明 中 的“ 序 ”和

“礼”。墙两侧，则有条幅，皆是
名人字画，内容多为儒家治家修
身格言。轿厅中央两侧，多摆放
对称的几和椅，最能体现家庭精
神境界和生活品位，可谓“添一
笔则无章，少一笔则意寡”，再配
上高雅的红木，起坐之间，自成
天地。

举头看东院轿厅，采用了抬
梁式结构中的“月梁”，且配有精
细的雕花构件。此厅木、石、砖
雕，俯仰可见，题材广泛，寓意
祥和，刀法精良，雕饰精细繁
缛。每一个建筑构件都是不可
多得的艺术品，是当之无愧的民
居瑰宝。

再看轿厅走廊，不仅采用了
卷棚顶，还用了罗锅椽，即不用
脊檩，而椽子做出弧度，搭在脊
檩上。同时，为避免罗锅椽脚部
过高或过低，在脊檩金盘上放置

脊枋条，再钉罗锅椽，这样的制作
十分考究，常用于大式建筑。端
详罗锅椽、卷棚顶、硬山顶，形式
各异，主次分明，浓缩着中国传统
文化元素和深厚艺术底蕴，有着
极高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人
文价值。

“海门府”接待重要客人时，地
点在三进的客厅，往往引宾客绕过
轿厅的板壁，到三进议事。宾客若
是至亲，或为需密会的，则会引至
第四进，即正厅，或直接去书房。
这种视宾客身份接待的方式，为大
户人家的礼数，旧时大凡如此。

东院第五进，是典型的“明三
暗五”结构，为正屋，这是民居的一
种布局。因“海门府”院落地盘较
大，则正屋的两耳房向外各延伸一
间，前檐有窗，形成五间并联。从
院中看，延伸出的两间被东西厢房
遮住，看似三间，实为五间，明三暗
五，故而得名。

“海门府”的正屋为王宾与太
太的起居地，也是两院中最为高大
的建筑，外人不可入内。此处是地
气集中的地方，称得上灵魂之所、
精髓所在。

东院的五进自成一体，为正
院。在正院的东侧，还有个次院。
次院的南端，是座二层楼房。此楼
是王宾的书房，他为其取名为“补
读斋”，意为一生要不断读书学
习。在书楼北侧，有一排大三间堂
屋，百余平方米，是王宾家族的家
庙，内有列祖列宗画像、牌位，逢祭
祀才会开门。家庙的北侧是花园，
亭台楼阁，池馆水榭，映在青松翠
柏之中；假山怪石，花坛盆景，藤萝
翠竹，点缀其间。花园北侧有一圆
形的门，穿过圆门，内设私塾及花
圃。这儿既是小孩念书的地方，又
种有各种奇花异草。

看完东院，再看西院。西院
大门是偏门，王宾家眷们常由此
进出。

进入西大门的第一进倒座，右
侧是东院，左侧是西院，两院间有
一条约三米宽的巷子，向北直通东
院的第五进。因王宾的轿子常经
过此巷进出，故家人称此巷为“轿
巷”，而建筑学上称此巷为“火巷”，
有防火功能。该巷北端东侧有边
门，与王宾的正屋相通，轿子就在
那儿起落。

西院的正院与东院一样，同为
五进，但功能迥然不同。看建筑特
点便知，西正院的第二进至第五
进没有东院高大开阔，装饰也不如
东院精雕细刻。据王宾家人相传，
西正院是家眷的生活起居地。

西正院的西侧，也有个次院。
次院自南向北，错落有序建有七八
间房，每间面积三四十平方米不
等，是保姆带小孩的起居室。

东西两院的功能，简而言之，
东院主要是会客休闲区，西院主要
是家眷生活区。

漫步在“海门府”，整齐的两院
布局精妙，移步异景，别有洞天，将
传统官宦人家的尊崇仪式感淋漓
表达，也重现了南通地区古人的居
住文化及大族门第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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