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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问湖边草乍青，马蹄冲湿雨初
停。村烟过午深联屋，野水当春远上
汀。雁落残沙飞欲倦，鸥眠芳渚梦难
醒。渔人隔岁移家去，白昼双扉傍岸
扃。”这是江皋《过鹤问湖》的诗句。江
皋，字在眉，康熙年间任九江府通判。
是爱上了九江的历史名胜，还是被这
里的旖旎风光所吸引？这位安徽桐城
籍的通判，在公务之余留下许多即景
应时之作，这便是存录在方志中的其
中一首。

鹤问湖，作为一方名胜，不仅为历
代文人所吟咏，方志国史也录有大量
的相关记述。

《德化县志》有载：“鹤问湖，在城
西十五里。世传晋陶侃择地葬母至
此，遇异人云：‘前有牛眠处可葬’,言
毕化鹤而去。《幽明录》云：陶士行（陶
侃字士行）年少时在西南一寨取鱼，自
问其地，曰鹤问。”方志所述，明确了鹤
问湖的方位：距城西十五里。介绍了
鹤问湖来历的两种传说：一是陶侃择
地葬母，遇到异人，告诉可葬之地后，
即化鹤而飞，故名。另一说法是，陶侃
少年时候，到村庄西南方向的一个寨里
去取鱼，因初来乍到，不知寨名，后经打
听才得知叫鹤问寨。可见，鹤问湖，或
鹤问寨，之所以成为一方名胜，是与千
古贤母湛太夫人及陶侃相关联。

方志中有关鹤问湖与陶母的记
述，在正史《晋书》中也可查到相对应
的信息。《晋书陶·侃传》记载“……（陶
侃）后以母忧去职，尝有二客来吊，不
哭而退，化为双鹤，冲天而去，时人异
之”。通俗地说，陶母逝世时，陶侃离
职为母亲料理后事，曾有两位客人前
来吊唁，反常的是，不哭不拜就退出了
孝堂，瞬间变作两只仙鹤飞天而去。
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十分惊奇。

《晋书·周访传》又扩展了相关内
容：“初，陶侃微时，丁艰，家中忽失牛
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指曰：‘前冈
见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
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世二
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
其处，以所指别山与访。访父死，葬
焉，果为刺史，著称宁、益（宁州今云
南，益州今四川），自访以下，三世为益
州四十一年，如其所云。”这段扩充内
容是说，当初，陶侃还未发达，重孝在
身，家中有一头牛突然不知去向，陶侃
在寻找中遇见一位老父，老人指着前
方对陶侃说：“前面的山冈上看见一头
牛卧在污水氹里打瞌睡，这个地方若
是葬坟的话，后人显贵，位极人臣。又
指着山上另外一处宝地说，那个地方
的风水略次点，若葬先人，当代也会封
侯。”说完一瞬间就不见了。陶侃找到
牛眠地，并将先人安葬那里。又将山
上的另一处风水宝地告诉了好友周
访。周访就把父亲安葬在那里。后

来，周访还真的做了地方刺史，在主政
宁州、益州期间，政绩显著，受民拥
戴。自周访之后，三代都主政益州，长
达四十一年，真的如老父所预言的那
样。

国史留给后人的信息仅说“陶侃
微时，丁艰。”用现代话表述，微时，就
是未发迹时。丁艰，就是为父母双亲
守孝。陶侃尚未发达时“丁艰”，究竟
是为父亲守孝，还是为母亲守孝？并
未明确。因此，在高人的指点之下，葬
在“牛眠地”里是他的父亲，还是母亲
呢？也并未明确。

再读《晋书·陶侃传》：“陶侃，字士
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
阳。父丹，吴扬武将军。侃早孤贫，为
县吏……”这段话是介绍陶侃的籍贯
出身，简要地说，陶侃，字士行，原籍是
鄱阳人。西晋平定东吴后才举家迁到
庐江郡寻阳县，即今九江市柴桑区。
父亲叫陶丹，曾任东吴扬武将军。陶
侃年幼时就失去了父亲，家里很穷，曾
做过县吏。

再查晋书中陶侃母亲去世的时
间：“陈敏乱，弘（刘弘）以侃（陶侃）为
江夏（今属武汉市江夏区）太守，加鹰
扬将军，侃备威仪，迎母官舍……后以
母忧去职。”也就是说，陶母去世前，陶
侃已得到荆州刺史刘弘的重用，当了
江夏太守鹰扬将军，并将母亲迎到官
府中奉养。后来母亲去世才辞去了军
政官职，居家守孝。据史料所载，陶侃
生于吴永安二年（259年），陶母逝世于
晋大兴元年（318 年），陶侃年已 59
岁。从时间来看，陶母去世时，陶侃无
论是年龄，还是职位，既非年幼，也非
位微了！仅从“微时丁艰”字面来论，
葬在牛眠地的应是陶侃的父亲丹公。
但是，从地域来推断，无论是陶侃从鄱
阳祖籍迁到寻阳新址的时间，还是后
来与周访结为儿女亲家前的交往时
间，“牛眠地”里安葬的是陶侃父亲丹
公，又似乎是与国史所录的其他方面
的信息相冲突。

先看国史所载明的陶侃徙家寻阳
的时间：陶侃从鄱阳举家迁到寻阳是

“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再查周访
的籍贯以及与陶侃交往的时间，据《晋
书·周访传》所载：“周访，字士达。本汝
南安城人也。汉末避地江南，至访四
世。吴平，因家庐江寻阳焉。祖纂，吴
威远将军。父敏，左中郎将。访少沈
毅，谦而能让，果于断割，周穷振乏，家
无余财。为县功曹，时侃为散吏，访荐
为主簿，相与结友，以女妻侃子瞻……”
可知，周访的祖籍是汝南安城人，即今
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人。汉朝末年
中原大乱，就避居江南，到周访已经历
了四代。吴平，才把家迁到庐江寻阳定
居下来。祖父周纂，吴国威远将军；父
亲周敏，左中郎将。到了周访成年时，

因连年战乱，居无定所，已是家无余
财。迁到寻阳后，也仅在县衙谋得功曹
这个职位。当时陶侃还是县衙一个散
吏，即未入流的临时人员，是在周访的
引荐下，才当上了县主簿。

晋书在周访传中还录有这样记
述：“初，访少时遇善相者庐江陈训，谓
访与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
略同，但陶得上寿，周当下寿，优劣更
由年耳。’访小侃一岁，太兴三年（318
年）卒，时年六十一岁……”应该说国
史收录的这段只有周访、陶侃、陈训才
知道的轶闻。大概是说，当初，周访年
轻的时候，遇到庐江一个叫陈训会相
面的人，对周访和陶侃说，你二位都命
中大贵，将来都能主政一方。但陶侃
命为上寿，周访命为下寿，命中优劣仅
有寿年之分。周访小陶侃一岁，太兴
三年即公元 318年就去世了，享年六
十一岁。

综合上述国史所录资料，陶侃与
周访的结交，应在吴平之后，才各自将
全家迁到庐江郡寻阳县落户。东吴灭
国是在晋太康元年，吴天纪三年，即公
元 280年。周访是在太兴三年，即公
元 318年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应生于
吴永安三年，即公元 260年，“吴平”
时，周访的年纪是 20岁，陶侃年大周
访一岁，即 21岁。也就是说，两人即
使都是在“吴平”这一年搬家到寻阳，
他们的年龄都并非“少时”。周访推荐
陶侃从县衙散吏任县主簿，将女嫁侃
子陶瞻为妻，陶侃将高人指点的另一
块宝地让给周访葬父，均应是在“吴
平”两家都迁到寻阳之后。

据晋书所载“侃早孤贫”，其父丹
公是在陶侃尚未成年，即在“吴平徙家
庐江之寻阳”之前就去世，丹公在鄱阳
去世，按史料描述，陶侃寻牛择地，从
鄱阳至寻阳，两地相隔，山高水长，按
常理不可能从鄱阳寻找到寻阳。按国
史所述，丹公去世时，陶家早已贫困不
堪，乃至靠陶母湛太夫人纺绩麻线度
日，孤儿寡母也缺乏财力人力，将丹公
从鄱阳葬至寻阳鹤问湖“牛眠地”。若
丹公是在寻阳去世，因陶侃在寻阳安
家，年已 20余岁，与国史所载的“少
孤”不符。由此可见，按照正史资料所
载，安葬在鹤问湖“牛眠地”的应是陶
母湛太夫人。当然，也不排除，将陶母
安葬在“牛眠地”之后，陶侃早已是一
方大员，他又将父亲丹公从旧葬鄱阳
迁葬寻阳。

那么，陶母湛太夫人究竟归葬何
处？方志谱牒莫衷一是，各有所云。
有的说陶母归葬在出生地江西新淦邑
治东北的牛眠地，也有的说陶母卜葬
在都昌县左蠡。不过，极具权威的史
料则明确，陶母是安息在富有传奇色
彩的鹤问湖畔。

《清一统志》有关于陶母葬地有确

切记载：“陶母墓，在德化县（今九江市
柴桑区）白鹤西乡。相传陶侃葬母如
此，有异人化鹤而去，今鹤问湖以此而
名。”清修《九江府志》《德化县志》均承
袭此说：“陶侃母墓，在县西五十里白
鹤乡太和垅。侃择地葬母遇人云：前
有牛眠地可葬，言毕化鹤而去。侃寻
一余里，果见牛眠于此，遂此葬之。”

最具权威、最具说服力的，当然莫
过于正史陶侃病重上《逊位表》中的明
确记载：“臣父母旧葬，今在寻阳，缘存
处亡，无心分违，已勒国臣修迁改之
事，刻以来秋，奉迎窀穸，葬事讫，乃告
老下藩。”这是正史明确陶母墓葬地的
资料，无论是作为人臣，还是作为人
子，所明确的“父母旧葬，今在寻阳”，
其客观性、真实性，是谱牒方志不可替
代的。虽然《逊位表》中是提到父母旧
葬的修迁之事，但是陶侃上《逊位表》
之次日，即未等到表中所述的“来年秋
天”就死于归途中的樊溪（今湖北鄂州
市西北）。加之陶侃死后发生了至亲
之间手足相残的家庭变故，修迁陶母
墓葬的可能性不大。

陶母的墓葬地，除了国史方志因
相承袭，录有明确记载之外，也见诸于
后人的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之中。九
江知府董榕在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
中元节游鹤问湖就留下联句：“甲戌七
月望，鹤问凌虚艖。塞口访遗筑，古甃
沉灵洼。但见坏佛寺，竹影交龙蛇。
陶公问仙地，牛眠坞非遐。”七月，正值
江南涨水季节，当时水中的城垣、井
壁，岸边的佛寺，以及距离不是很远的
陶母墓等遗迹均历历可见。

嘉庆年间，德化县叫谭昌槐的贡
生在《雪霁鹤问湖泛舟访陶墓》诗中，
将陶墓写得更具体了：“断碣模糊雪半
堆，牛眠长傍白云偎。终年古墓无人
问，乘兴扁舟共客来。封鲊几曾盟白
水，留宾发尚委苍苔。剧谈往事怀贤
母，一路渔歌载月回。”嘉庆距今只不
过两百余年，也就是说两百年前贤母
古墓仍在鹤问湖畔，虽然是终年古墓
无人问，但是残碑断碣仍隐现在雪堆
之中。

鹤问湖，因陶母而成为一方名胜，
陶母也以“截发筵宾，待人以诚”“封鲊
责子，教子以廉”“袖中留箴，莫忘本
色”等言传身教的育人故事，成为华夏
民族懿德流芳，千古母教的典范，与孟
母仉氏、岳母姚氏、欧母郑氏相齐名，
被崇为“四大贤母”之一。千百年以
来，陶母受到世人竞相景仰与爱戴，也
正因为如此，陶母的出生地、陶氏后人
的聚居地，分别另修陶母湛太夫人墓，
则是理所当然的诠释！无论是寻阳鹤
问湖畔的牛眠地，还是新淦陶母出生
地，鄱湖左蠡陶氏后人聚居地，陶母，
不仅是相关地域人民的自豪，也是华
夏儿女的共同骄傲！

鹤问湖与陶母
□ 刘为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