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这么一个故事：1983年，胡耀

邦总书记访问日本，日本首相中曾

根康弘在会谈中就成语“不越雷池

一步”中“雷池”一词向胡耀邦请教，

勤勉为民的胡耀邦被“雷池”难住

了……

回国后，胡耀邦念念不忘雷

池。有一次，他对进京的时任安徽

省委书记黄璜说，一定要挤时间到

古雷池所在地望江看一看。黄璜曾

在望江工作多年，对望江有感情，特

意指示望江县委、县政府为迎接胡

耀邦做准备。总书记要来，老百姓

奔走相告，县里还拨专款兴建雷池

宾馆楼。

1986 年初，雷池宾馆楼如期竣

工，专候胡耀邦总书记的到来。但

是胡耀邦因故没有成行，这成了望

江人民的永久遗憾！

雷池宾馆楼位于望江县老政

府大楼前，紧邻原望江中学，闹

中 取 静 。 直 到 今 天 ，它 还 保 留

着。它是不是真的为迎接胡耀邦

而建的呢？望江县文联主席任春

松表示是真的，其家兄当年是该

工 程 的 承 包 者 ，他 也 参 与 过 建

设。

胡耀邦挂念的雷池

雷池烟波今何在？
古雷池消失原因及遗址探寻
记者 周玉冰 文/图

成语“不越雷池一步”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但对于它的渊源与出处却不一定清楚。其实，雷池曾经

在我省望江县，但今天，它几乎消失了，只留下几个湖泊，诉说着沧桑变迁。

沧桑演变沃野良田
看到昔日雷池水荡漾的地方，今天是一块块肥沃

的良田，这不能不让人感叹自然的变化。

望江县图书馆原馆长刘富强认为，雷池与长江本

来是江湖一体，由于在江水改道、泥沙沉积中逐步升高

而萎缩成为今日的面貌。另一方面也因为后来的同马

大堤锁住了长江。弄一张1954年洪水时的受灾区域水

文图，便不难想见雷池当年的气势。今天，抽掉同马大

堤，江水上涨，还是能感受到古代雷池风韵的。今天的

码头、长岭埠已经是望江的“后山”，在过去可是真正的

码头与船埠。后来的望江县，从宿松到怀宁，在当时其

实是只有从大桥、新桥到麦元、香茗山一小片陆地与太

湖县域的陆地相接的，整个雷池东、南、西南、东北都是

汪洋水域。

任春松先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雷池文化的研究，

他认为雷水水系，发源于湖北黄梅，流经宿松，串湖经

雷池，从雷港入江，宋以后改从华阳入江。今天的金盆

湖、武昌湖、青草湖、焦赛湖以及相连接的洲地，都是古

雷池遗存。

说到武昌湖，许多人是知道的。它是安徽省独立

水面仅次于巢湖的第二大湖泊，四周没有工业，因而碧

波荡漾，水产丰富，尤其是清水大闸蟹，几乎每年都评

上“中国十大名蟹”，比阳澄湖大闸蟹获奖次数还多。

雷池变迁，是自然力量的结果，它留在文学史上那

优美风景、良好生态是令人无限神往的。

“雷池”曾经起波澜
雷池曾经几度寂寞。即使人们说起“不越雷池”的

成语，也很少去考究它的出处。在商业大潮的兴起中，

人们又认识到了它潜在的价值，“雷池”被注册成了许

多商标，还曾经上演了争抢故地的波澜。比如，湖北黄

梅在争论是黄梅戏故乡后，再次抛出是古雷池所在地

的说法。

在国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黄梅戏方面，安

徽与湖北都列入其中。但是，我个人认为，黄梅戏与它

的渊源黄梅采茶调是有本质区别的，湖北是黄梅采茶

调的故乡并不是黄梅戏的故乡，黄梅戏的代表人物、代

表剧目都出自安徽。

不过，黄梅戏与黄梅采茶调的渊源关系还是不能

否认的。地理上也是这样，比如，雷池水与雷池。

2009年，郭因、翁飞、王彬彬、何峰、余家林等一批

专家学者聚首望江，根据史料全面论道雷池，并出版

《雷池论道》一书，充分考察了雷池的沧桑演变。随后，

省文化厅、省文史馆也组织专家翁飞、余家林等考察雷

池遗存。前不久，我询问翁飞博士考究的结果，他说，

从详细史料和地域风貌看，古雷池在望江东南积水成

池，与长江相连，烟波浩渺，其上游黄梅、宿松是雷池水

发源之地。

渺渺烟波何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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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文情怀诉说地理故事

雷池遗址——武昌湖湿地

为迎接胡耀邦而建的雷池宾馆楼

古雷池遗存古雷池遗存———武昌湖风光—武昌湖风光

还是要说说那个成语。晋成帝

司马衍年幼，太后的哥哥庾亮大权独

揽。公元327年，历阳（今和县）镇将

苏峻联合寿春（寿县）刺史祖约起兵

攻打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江州

（今九江）刺史温峤准备率军东下，庾

亮担心荆州刺史陶侃乘虚而入，驰

《报温峤书》严加阻止：“吾忧西陲，过

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意思

是严令温峤守住江州，不要过雷池而

东进。

《太平御览》有记载：“孟宗为雷

池监，作鲊一器以遗母，母不纳。”孟

宗，民间传说的二十四孝之一，曾在

雷池地域任监鱼官，相当于今天的水

产局局长吧。

古雷池是什么样的旖旎风光？

著名文学家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

书》是文学史上与《岳阳楼记》齐名的

名篇，一个写古雷池，一个写洞庭湖；

一个进入中学教材，一个进入大学教

材。鲍照用生花妙笔描绘了古雷池

的湖光山色：“南则积山万状，争气

负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东则

砥原远隰，亡端靡际。寒蓬夕卷，古

树云平……北则陂池潜演，湖脉通连

……西则回江永指，长波天合。滔滔

何穷？漫漫安竭！”

今天，许多人到了望江都会询

问，雷池在哪？当地人只能遗憾地告

诉你，沧海桑田，雷池几乎消失了，仅

留下地名或事物名雷港、雷沙、雷池

乡、雷阳镇、雷阳书院、雷池酒、雷池

市场、雷池宾馆、雷池大道和几个湖

泊等供人凭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