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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凤凰塔”征文活动启事
凤凰塔又叫文塔， 是老开化县城城区八景

之一，位于县城东面凤凰山上，为元朝泰定年间
进士方森辞官捐建。 塔身七层，塔尖高耸入云，
登临塔顶，百里峰峦，尽收眼底，如入仙境，故称
“文塔凌霄”，曾为浙江省二级文保单位，坍塌于
大跃进之时。2015年重建于原址，塔高 49.7米，
七层八面，塔身为阁楼式，四周有回廊，沿袭宋
代建筑风格，总建筑面积约 1489.5 平方米。 现
已建成古塔、景观平台、上山道路、凤凰亭等配
套设施； 根据文塔公园规划， 尚需建设公园入
口、初阳台、园路等园林建筑。

为进一步丰富凤凰塔的文化内涵， 提升我
县旅游文化的内涵和品质，特举办“凤凰塔”征
文、征集楹联活动。

一、征文主题
魅力凤凰塔
二、主办单位
开化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 开化县新闻中

心、开化县文联、开化县文化旅游委员会、衢州
博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三、征集对象
全国各界人士
四、征集要求
（一）征文
1．作品内容健康，主题鲜明，视角独特，文

字优美，形式灵活。
2．体裁不限，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微型小

说、传说故事等均可。
3．作品系自己创作，如发现有抄袭行为，一

律取消参赛资格。
（二）征集楹联
楹联要符合联律的基本规则，词性对仗，声

韵协调。
五、评选和奖励办法
活动组委会将组织作家、 专家和学者组成

评审委员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作
品进行初评和终评。

征文：
一等奖 6 名，奖金各 5000元。
二等奖 10名，奖金各 3000 元。
三等奖 20名，奖金各 1000 元。
优秀奖若干，精美礼品各一份。
楹联：
录用奖 4 幅，奖金各 2000元。
入围奖 10幅，资金各 800元。
优秀奖若干，精美礼品各一份。
奖金丰厚， 获奖作品将择优在开化县新闻

中心各媒体平台刊发。
六、征集时间
2017年 4月 1 日至 2017年 6月 30日
七、来稿方式
1.征集作品请投寄 khrb@163.com，请注明

“凤凰塔征文”或“凤凰塔征联”字样。 请注明参
赛作品体裁，作者真实姓名、联系地址、身份证
号、联系方式等。

2.应征作品不退稿，请自留底稿；入选作品
版权、使用权归征集方所有。

开化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
开化县新闻中心

开化县文联
开化县文化旅游委员会

衢州博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7 年 3月

据光绪年间的《开化县志》记
载：“凤凰山在县东南 1 里，如凤凰
展翅，故名。 元进士方森建塔于山
嘴，故名塔山，国朝同治丙寅（1866
年）修。 ”

方森，字德远，大桥头人（现大
溪边乡大桥头村）， 元泰定年间
（1324-1328 年）中进士，任广德路
照磨， 主管文书照刷卷宗的官吏。
时元政日非， 汉人不得铨正印，因
而，方森任照磨数载即归，以诗酒
自乐。期间，方森不惜花费重金，在
县城东面凤凰山嘴建造高塔一座，
名曰“文塔”。 该塔七层六面，塔刹
有宝瓶，雄伟壮观。每层建有壶门，
供奉着佛像。 元统二年（1334 年），
举人鲁贞曾登塔远望， 并吟诗一
首：“天低云有影，日午塔无阴。 极
目三秋望，登高万里心。”明代万历
年间拔贡徐公运所写的《文塔凌
霄》：“凤山高耸蔚崔巍， 百里峰峦
入梦来。 文塔遥从天阙起，碧桃直

向日边开。 清虚紫气凌南极，烂漫
文光烛上台。 揽翠应知夸独胜，攀
云跻舞上蓬莱。 ”想那凤凰塔矗立
的时候，如玉柱擎天，古塔秀山相
得益彰；芹江如玉带环绕，塔身倒
映在水面上，似蓬莱仙境，美仑美
奂。

凤凰山和许多历史名人联系
在一起。南宋赵氏郡王郡马徐庭学
散家财举义兵，响应民族英雄文天
祥抗击元兵以图复兴，后文天祥兵
败殉国，徐庭学忧愤而卒，夫妇共
葬凤凰山脚下。 在凤凰山山腰，还
有宋史学家叶左文的坟墓。叶左文
是清末举人，抗日战争以前曾在北
平图书馆编纂部工作多年，“冀察
事变”后回开化家居,解放后任浙
江省文史馆馆员，1966年去世。 叶
左文毕生致力于研究宋史，成绩卓
著。

凤凰山和塔山还流传着许多
传说故事。 很久之前，从东方飞来
一群凤凰，其中一只小金凤被城东
金溪的青山绿水所吸引， 从天而
降，在金溪一带玩耍嬉戏。 凤妈妈
飞过一阵，看金凤没跟上来，马上
调转身子寻找，发现金凤正在一块
草地上玩，便唤金凤跟着走。 金凤
虽然恋恋不舍，但也只好跟着妈妈
西飞。 一路上，小金凤想找像金溪
草地一样美丽的地方，可再也找不

到。她越飞越慢，渐渐离开了队伍，
重新飞回到金溪草地上，而她妈妈
再也没有找到她。 就这样，金凤在
金溪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老年时，
金凤对凤凰大家庭的思念与日俱
增， 天天朝着凤妈妈飞去的方向，
后来就变成了一座山。此山凤凰的
双翅收拢高耸， 翅尾向尾部伸张，
凤头就伏在金溪岸上。人们为了留
住这只凤凰，就在凤头顶上建了一
座塔，给凤凰添上凤冠。 自此形成

“塔镇凤凰”、“塔留凤凰” 一说，两
者相得益彰。

又传说有一年， 县城闹瘟疫，
一游方和尚来到这里，说是城东凤
凰山需造一塔，以镇邪气。 当时新
城刚建，县衙库里空虚，无力建造。
当朝进士方森做官不得意，辞官回
乡，逍遥自在。他听说此事，就对县
官说， 造塔的费用由他一人承担。
县官听罢，即派一百个民工到凤凰
山上挖基，可是挖下十丈多深也没
挖到硬底，民工们就挑石块往基地
里倒。今日倒满，明日又陷下去了，
众人不知如何是好。 这日，游方和
尚过来一看， 随手拿过一只畚箕，
装满石块往基地里一丢， 说来也
怪，石块竟不再陷下去了。 宝塔落
成之日，方森还邀请县官和众乡亲
登塔庆贺，观赏凤凰山风光，眺望
平安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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