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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山水与十朝古都胜迹!

杨志坚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江苏南京 !5$$56）

摘要：南京座落在中—新生代山间盆地，是长江南岸一座山青水秀的山城。远在 6$$$ 年

前，此地已有原始村落。公元 " ; !$ 世纪，先后有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和南唐、明、太平

天国、中华民国在此建都，历时 ##6 年，遂成为我国四大古都之一。这座十朝都会的古城，还遗留

不少胜迹，如城墙、陵墓、宫址、寺庙、石窟、石雕、石刻、浮图、殿宇、楼台、古钟、园林和湖泊等，是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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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曾有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和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在此建都，素有

“十朝都会”之誉，同西安、洛阳、北京并列为我国四大古都。其自然山水之形胜，景色之秀

美，文化之发达，名胜古迹之众多，城市之繁华，自古为人们所称道，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

5 钟山龙蟠 石头虎踞

南京地区属宁镇山脉西段，古生代海相沉积地层发育，受印支构造运动褶皱隆起后，受

断裂影响，形成盆地，沉积了中—新生代陆相碎屑地层，如上三叠统黄马青群紫色砂页岩、侏

罗系下中统象山群砾岩和砂页岩、白垩系上统浦口群紫红色砂砾岩和上第三系雨花台组砂

砾岩等，组成南京城区的山岭和丘岗。

南京是著名的山城。钟山如龙屹立城东；狮子山、清凉山似虎威踞城西；南有雨花台、牛

首山，层峦起伏；北有幕府山峭壁如屏。真可谓“白下（南京）有山皆绕廓”。南京不仅山多岭

绿，而且江宽湖碧，山水相映。浩浩长江从城西北奔腾而过，古秦淮河在城南潺流不息。而

总面积相当于杭州西湖的玄武湖和莫愁湖，一在城东北钟山之下，一在城西南清凉山之侧，

宛如两块晶莹的碧玉，将南京装点得分外妖娆。

钟山，又名紫金山，二者同享盛名。最早称金陵山，在春秋楚怀王灭越时，曾在此掘地埋

金，以镇压“王气”而得名，汉时称钟山。东吴孙权时，因避其祖父名讳，易名蒋山。东晋初元

帝渡江时，术士称有紫气萦绕钟山，因此得名紫金山。可能是钟山北坡黄马青群紫红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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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在阳光照耀下的色彩。到南朝四代时，因山在京都建康城北，改名北山。到明代，由于明

太祖朱元璋葬于钟山之阳，于明嘉靖年间又改称为神烈山。

钟山在古代被誉为江南四大名山之一。据唐代《地理志》载：“江南道，其名山衡、庐、茅、

蒋。”这里的“蒋”（山）即钟山。钟山的名声鹊起，与诸葛亮的称誉有很大关系。三国时，“赤

壁之战”前夕，诸葛亮为联吴抗曹，出使东吴，顺江而下，欲抵京口（镇江）。路经秣陵（南京），

其间曾登临石头山，观望山川秀色，他见钟山与石头山遥遥相对，俨然如两座天然城堡，扼守

着秣陵门户，不禁赞叹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从此，龙蟠虎踞便成了南

京的代称，钟山也从此名闻遐迩。

钟山是宁镇山脉的最高峰。东西蜿蜒 ! " # $%，南北宽约 & $%，面积 ’( 多 $%’，周围 &(
余 $%。山势略呈弧形，弧口朝南。东段近东西走向，止于马群；西段呈西南走向，经太平门

附近入城，余脉向西南延伸为富贵山、九华山，止于北极阁，为象山群砂岩、砂砾岩组成。东

西排列如笔架，主峰居中，称北高峰，海拔高程 ))* %；东峰名小茅山，海拔 &+, " # %；西峰名

天堡山，即紫金山天文台所在地，海拔 ’)) " , %。沿山脊为胶结坚硬的象山群底砾岩，组构

成悬崖峭壁，从远处眺望，好像一道逶逦耸峙的城墙，宛若一条巨龙蟠舞飞动，巍峨壮观。钟

山形势险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也为历代建造寺观、别墅、修筑陵墓的理想场所，也给文人

雅士留下许多诗章。明代诗人高启在《登临雨花台望大江》诗中吟道：“大江来自万山中，山

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清凉山就是诸葛亮所指的石头山。如果拿清凉山和钟山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

论是山体大小还是海拔高程，都大为逊色。清凉山南北长约 *(( %，东西宽约为 #(( %，面积

还不到 - $%’，海拔高度只有 +& "! %。说它是“山”倒不如叫“丘岗”更合适。但是，且慢！别

小看这座小小的清凉山，在历史上的名气却同钟山一样大，钟山被誉为“钟山龙蟠”，而清凉

山也被看作是“石头虎踞”之地，二者平分金陵秋色。

据考证，宋代以前，大江流水直拍清凉山下，当时的水陆码头，就在今天的城西汉中门附

近。据清《同治上江志》记载：“石头城吴筑也，六朝以来，江流在下，清流入城。”江水长年累

月浸泡冲刷浦口群紫红色砂砾岩，使山的西南坡形成陡崖峭壁，形势十分奇险。因而给修筑

南京城垣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地形，也就成了扼守南京西侧的重要门户。古代“江行自北来

者”，从船上望去，宛如一只蹲踞的猛虎，怒视着大江。如果从汉中门西侧仰望清凉山，形象

似一只猛虎伏卧，悬崖一侧，适为虎首昂天，前肢蹲距；而缓坡一侧，则如虎背后斜，后足伏

地。因此，当年诸葛亮初登石头山时，就十分形象地赞为“石头虎踞！”。民间说：“先有石头

城，后有南京城”，清凉山是六朝以来筑城、建寺、修行宫和兵家争夺要地。

’ 山川形胜帝王都

南京古城历史悠久，远在 +((( 年前的石器时代，在玄武湖畔，就出现了原始村落。后

来，由于附近发现了铁矿，建立起原始的冶铁业，村落日益扩大增多，逐渐繁荣起来。到了春

秋后期，公元前 )*, 年，吴王夫差在现今的朝天宫后山上，建立冶铁作坊，铸造兵器，取名为

冶城。这是最早出现于南京地面的一座土城。

周元王仁三年（前 )!&），越王勾践灭吴，大臣范蠡在秦淮河畔，建筑了一座较大的土城，

其周长 ’ 里 #( 步，称为越城，又叫范蠡城。现在中华门长干里的“越台”，就是当年的越城遗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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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威王七年（前 !!!），楚灭越。稍后，楚怀王在清凉山后建金陵邑。南京名金陵从此

始。秦始皇统一中国（前 ""#）后，把金陵邑改为秣陵县，汉亦沿用此名称。

东汉末年，东吴孙权在清凉山修建石头城及建邺都城。进入三国时，东吴于黄龙元年

（""$），从武昌（今湖北鄂城）迁都建邺，这是南京首次成为京都。

西晋太康元年（"%&），吴亡，复改称秣陵，第三年又易名江宁县。西晋建兴元年（!#!），因

愍帝名司马邺，遂改建邺为建康。

晋元帝建武元年（!#’），建康成了东晋首都。东晋之后，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相继

建都建康。连同以前的东吴和东晋，是为南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六朝时代。在这前后 !(&
年间，是南京古代历史上极盛期。特别是梁代，其城池范围：“西起石头（城），东达倪塘（今方

山稍北），南尽石子岗（雨花台），北越钟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人口有二十八万户，超过一

百万人，是当时我国第一大都城。正如南朝诗人谢眺在《入朝曲》中所形容的：“江南佳丽地，

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

隋朝开皇九年（)%$），隋文帝杨坚灭陈，建康城被荡平。另于石头城筑新城，称蒋州城，

因蒋山而得名。

五代时，徐知诰于公元 $"& * $!" 年（即吴杨溥武义三年至大和四年），扩建金陵府城。

该城南接长干桥，东抵白下桥，西连石头城，周长 ") 里 ++ 步。不久，建立南唐，建元升元。

于升元元年（$!’），改金陵为江宁府，为京城之所在。

宋、元两朝未正式在南京建都。但南宋建炎三年（##"$），由于金兵入侵，康王赵构南迁

临安，此后南京作为南宋行都达 #!$ 年之久。

明太祖朱元璋于元至正十六年（#!)(）攻下集庆路（南京），改为应天府。元至正二十八

年（#!(%）称帝于此，改应天府为南京。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顺天府（北京），

应天仍为南京。

清咸丰三年（#%)!），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称天京。辛亥革命（#$##）成

功后，第二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成为当时的首都。#$"’ 年

国民政府首都也设在南京，到 #$+$ 年为止。

纵观南京历史演变，自公元 ! 世纪初至 "& 世纪中期的 #’&& 多年间，先后有十个朝代在

南京建都，总计建都时间约为 ++( 年。斗转星移，时代沧桑，很多建都时的遗迹，随着历史变

迁而被湮没了。时至今日，遗留的仅有城墙、陵墓、宫址、寺庙、石窟、石雕、石碑、浮图、殿宇

楼台、铜钟和园林湖泊等名胜古迹，可供参观凭吊了。

! 东吴建都建邺第一朝

三国东吴孙权，独具慧眼，首选这“帝王之宅”的南京为都城，而成金陵史上第一帝。“一

代鸿图开建业”，故称都城为建邺。孙权建都建邺，主要有两大功绩：一是以南京为经济中

心，以经济发达的江东为依据，向东南辐射，一举改变了长江中下游、珠江流域和南海诸岛广

大地区农业的“火耕水耨”的落后状况；二是毅然抛弃了秦汉以来经营了四百多年的秣陵旧

城，以石头城以东之地，营造建邺都城，而成为南京之奠基。东吴在建邺共历孙权、孙亮、孙

休、孙皓四帝，凡五十一年。所遗留的古迹有石头城和孙权墓等。

! ,# 石头城

石头城遗址在清凉山，离汉中门里许。东汉建安十七年（"#"），东吴大帝孙权在金陵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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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址筑城，因山名石头山，故称石头城。当时这座城大小约与清凉山范围相仿，城周七里一

百步，相当现在的 ! "# 左右。城南面开两门，东西各开一门，西北因紧临长江，故不设城门。

并在石头山上最高处建烽火台。据载，当时的烽火台沿江设立，如有战况，各地烽火台相继

点火报警，半日之内便能把消息传到京师。

西晋太康元年（$%&），大将王睿率晋军伐吴。东吴置铁索横截于江中设防，晋军用猛火

烧了铁索，一直攻打到石头城下。孙权之孙末代皇帝孙皓，无处逃命，把自己捆起来，抬着棺

材到王睿轩前投降，东吴终于灭亡。后世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一诗，描绘大

战情景，写道“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

几回伤往事，山川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石头城在东吴以后的六朝时代，都被用作为水军根据地和首都西北的军事重镇。东吴

时，石头城多为土坞，到东晋义熙年间（’&( ) ’*%），加砖垒甓，依山筑城，扼守长江险要。时

南北战争，皆据此为胜负的标志，石头城一失，建康必不可保，故为兵家必争之要地。自六朝

以来，常以亲兵重臣戍军驻守，倚为重镇。东晋初年，北方首领王敦谋反时，就曾抢先占领石

头城，致使晋元帝忧愤而死。“肥水之战”前夕，东晋宰相谢安，曾在这里训练水军备战。南

朝时，北魏大军南侵到江对面的瓜埠（今六合县境），刘宋文帝亲临石头城上，部署江防计划。

梁武帝时，叛军侯景抢占石头城，后攻陷京师。后世，当元代词家萨都刺登上石头城时，也不

禁慨叹：“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

如今石头城犹存，南北长约 !&&& #，城基遗址为浦口群砂砾岩，最高处离地面 *+ #，系

依自然山岩凿成。中段有几处宾起的砂砾岩，其中一块长 ( ) , #，宽 $ ) ! #，由于多年风雨

冲刷，表面坑坑凹凹、斑斑点点，确像一个耳目口鼻齐全，像貌可憎的“恶鬼”。仿佛是挂在石

壁上的一张鬼脸，所以称为“鬼脸石”，而这一段城墙，也得了“鬼脸城”之名。

! -$ 孙权墓

孙权墓，在南京城东郊，钟山之阳，今梅花山下。孙权墓古称孙陵或孙大帝陵，是南京地

区六朝最早的陵墓。据史籍载，孙陵葬有孙权和他夫人步氏及后妻潘夫人；宣明太子孙登，

也葬在孙陵附近。孙权墓位置讲得最清楚的还是北宋的王安石，他曾退隐在今中山门内半

山园故址。他说：“南朝九眙在孙陵岗旁，去园数百尺。”明太祖朱元璋修造自己的寿陵时，赞

赏“孙权也是一条英雄好汉嘛！”故留他“看大门”而未迁，只是把孙陵的石麒麟迁往别处，孙

陵完整地保留下来了。时至今日，孙陵岗一名，人们渐渐遗忘了，代之而起的名称是梅花山。

’ 东晋王朝建康百年

东晋，自建武二年（!*+）三月辛卯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即帝位后，至恭帝元熙二年（’$&）

六甲子，恭帝司马德为南朝刘宋刘裕所废，历经 ** 帝，共计 *&’ 年。是南京建都的王朝中，

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在这一百余年间，局势稳定，人口激增，经济日趋繁荣，而使建康逐渐

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东晋建都建康，虽有百年历史，而遗留的胜迹却很少。

东晋初期，王姓兄弟在政权中，享有特殊显赫地位。王导位至宰相，掌中央行政大权；从

兄王敦，则手握军权，镇守荆州；其他王氏家族许多人，也都担任重要官职。成了司马氏有其

位，王氏有其权，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初年局面。到孝武帝司马曜（!+$ ) !., 在位），

东晋军政大权又落到桓温之弟桓冲和谢安手中。当孝武帝得知前秦苻坚大军南下消息后，

即命谢安之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武前锋都督，率晋军 % 万抗敌。最后终于在“淝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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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中，以少胜多，打败了苻坚的号称百万之众。东晋时，王与谢先后成为建康炙手可热的豪

族，著名的“书圣”王羲之，就出生在这里。后世，唐朝诗人刘禹锡在《乌衣巷》七绝中写道：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朱雀桥、乌衣

巷的地名犹存，但时过境迁了。

前朝的石头城，东晋时经过大力重修，成为砖城，并建有皇帝行宫。晋成帝司马衍（!"#
$ !%" 在位）时，由于国舅庾亮专横，导致了苏峻叛乱，将年仅八岁的成帝威胁出宫，幽禁在

石头城行宫。苏峻反叛的罪行，激起了江东和广大将士的义愤，在东军三吴的大力围攻下，

苏峻走投无路，被陶侃部将所杀。

玄武湖环洲的太湖石观音石稍北，有处小山突起，是全湖的最高点。这里相传是东晋郭

璞的墓地。郭璞是晋代文学家、诗人，曾注释《尔雅》、《山海经》。东晋初为著作佐郎，后被王

敦任为记室参军。王敦谋反，叫郭璞卜筮，郭说不吉利，并揭露敦的阴谋。王敦勃然大怒，将

郭杀死于湖中。此墓为衣冠冢，系后人所建俗称郭仙墩。

东晋在建康的陵墓分两处，一是在宫城之东太平门内富贵山南麓为“东陵”；一是在宫城

之西，即鼓楼岗之南，称“西陵”，如今两陵区均为城市建设所湮没了。

# 南朝宋齐梁陈都建康

刘宋（%"& $ %’(），历经 ) 帝，凡 *& 年。南齐（%’( $ #&"），历经 ’ 帝，计 "% 年。萧梁（#&" $
##’），历经 * 帝，共 #* 年。陈（##’ $ #)(），历经 # 帝，为 !! 年。四代均偏安建康，史称南朝。

+’& 余年的南朝建康，在经济全面繁荣的基础上，带来了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当时的儒学、玄学、文学和史学四所学馆，为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分科大学之始。祖冲之、

谢灵运、刘义庆、刘勰、钟嵘、萧统、范晔、裴松之、沈约、萧子显等科学、文学、史学巨匠，均诞

生于当时的建康。南朝建康遗留的古迹颇多，诸如玄武湖、寺庙、千佛崖和陵墓等。

# ,+ 玄武湖

玄武湖在南京城东北，玄武门外，钟山之西，九华山之北，三面环山，一方临城。湖周长

+# -.，面积约 # -."，比杭州西湖略小。在南朝时是操练检阅水师的地方。

玄武湖最早的名称叫桑泊。三国东吴时，因它位于钟山之后，故名后湖。东晋元帝时，

因玄武湖在台城以北，改称北湖；又因曾在湖中训练水军，又名练湖。到了刘宋元嘉年间

（%"% $ %#!），传说“黑龙见于湖上”，因为“黑”是“玄”的意思，所以改北湖为玄武湖。其实所

谓黑龙，乃从长江进入湖中的扬子鳄也。

南朝刘宋孝武帝刘骏，曾在玄武湖检阅过两次水军。陈宣帝太建十年（#’)）的阅兵，是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据记载，参加的步兵有十万人，战船 #&& 多艘，在湖上操练。有古

诗形容说：“五百楼船十万兵，登高阅武阵云生。定知战舰横瓜步，应有军牙拥古城。”当时的

玄武湖是一个湖水浩荡，碧波万顷，与长江相通的大湖泊。当时在湖的南岸修筑了一条十里

长堤。后世晚唐诗人李庄的《台城》一诗，就是以这里为背景，描写古城的兴衰：“江雨霏霏江

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 ," 南朝四百八十寺

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写的就是当时建康佛寺的盛况。其实当时建康何止四百八十寺，而多达 #&& 余所，穷极宏

丽，僧尼十万众，资产丰沃。据载，当时光是钟山附近的寺院，就达 ’& 余所之多。特别是梁

!&!第 "! 卷 第 % 期 杨志坚：南京山水与十朝古都胜迹

万方数据



武帝衍时期，不仅建康寺庙特多，而且全国寺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栖霞寺，在南京东北 !" 余 #$，位栖霞山东西二峰之间。始建于南朝刘宋时代。明僧绍

（号栖霞）舍宅为寺，称“栖霞精舍”。隋文帝送舍利子于此，遂建舍利塔（后毁），扩建殿宇，为

当时全国“四大丛林”之一。以后几易寺名，几经毁兴。现寺庙房舍，多为清末重建。

鸡鸣寺，在南京城北鸡笼山麓。梁武帝普通八年（%!&），建同泰寺，规模宏大，有六座大

殿，十余座小殿和佛堂，还有高达七层的大佛阁和九层宝塔，供十方金佛和十方银佛，为南朝

四百八十寺之首。梁武帝曾四次舍身于同泰寺，要大臣们出钱赎身。此寺毁于侯景之乱

（%’( 年）。后几经毁兴，明洪武年间重建，题额“鸡鸣寺”。现主要殿阁为 )(*’ 年重建。

% +, 千佛崖

在南京东北栖霞山崖上，是江苏唯一的南朝佛教石窟。石窟开凿于南齐永明二年

（’*’），止于梁天监十年（%))），历时二十八载。现存大小佛龛二百九十四个，大小佛像五百

一十五尊，号称“千佛崖”。南齐时，隐士明僧绍曾隐居于此，舍宅为栖霞寺，并欲凿山造佛

像，未果而卒。其子临沂县令仲璋，秉承父志，于永明二年，首与僧法度于西峰侏罗系象山群

砂岩石壁，镌造无量寿佛，佛高 )" $，脚下佛座 ! $，左右侍立观音和大势至二菩萨，高约 )"
$。另又镌佛十余处。此后，刘宋江夏王霍姬、南齐文惠太子、豫章文献王、竟陵文宣王、始

安王遥光、齐田奂、萧梁临川靖惠王等，均依岩高下，兴工雕刻佛像。崖壁上下共五级，佛大

者数丈，小者仅盈尺；或五六尊一龛，或七八尊为龛。萧宏还加以饰彩，使之更加金碧辉煌。

后世，宋代有修葺增补，明代补造佛龛佛像者蜂起，故今所见明代之佛像甚多。

% +’ 台城和胭脂井

北极阁南，乾河沿北，历史上曾建有台城。原是东吴的宫苑，南朝四代都先后在此兴建，

豪华之至，侈奢之极，特别是陈朝末年更甚。陈后主叔宝建造了“临春”、“结绮”、“望仙”三

阁，后围数十丈，绵延数十间。香木为材，饰以金玉，嵌以珠翠，外施珠帘，内设宝帐。陈后主

经常与妃嫔、狎客在此饮酒作乐，并把形容诸妃嫔的艳诗，如《玉树后庭花》等制作歌曲，选美

女奏乐歌唱，通宵达旦，荒淫无度。祯明三年（%*(）的一天早晨，隋兵攻入建康，陈后主昏睡

正酣，急忙中只好带宠妃张丽华等藏入胭脂井中，最后被俘。唐朝诗人刘禹锡有一首诗，作

了深刻的讥讽：“台城六朝竞繁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台

城还是侯景之乱时梁武帝萧衍被困饿死的地方。现台城早已荡然无存，但胭脂井犹在，成了

这段艳史的见证。

% +% 陵墓

南朝四代的帝王陵墓甚众，遗留的石雕古迹颇多。主要分布两个地区：一是首都建康外

围，为刘宋、萧梁和陈代的帝王陵；二是镇江市丹阳，为南齐和萧梁的帝王陵。

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位于江宁县麒麟门的麒麟铺村。陵前遗物仅存石兽二件，均为雄

兽。东为天禄，头上双角已断，四腿均缺，股残尾断。西为麒麟，头上独角已断，其余尚完整。

此陵石兽系用整体石灰岩巨石雕成，体积硕大，造型凝重，简朴生动。永初三年（’!!）建陵，

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

陈武帝陈霸先万安陵，位于江宁县上方镇西北石马冲。陵东向偏南，地上遗物仅存二石

兽，均雄性。造型奇特，类天禄和麒麟，然而无角，也似避邪，刀法简洁，昂然有气势。永定三

年（%%(）六月卒，八月葬万安陵。

陈文帝陈倩永安陵，在南京城东北甘家巷东南狮子冲。陵南向偏东 ," 度。陵前仅存二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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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兽，均为雄性。东为天禄，双角；西为麒麟，独角。从造型和技术上，已达到南朝石雕高峰。

天康元年（!""）四月卒，六月葬于永安陵。

陈宣帝陈项显宁陵，在城南西善桥附近罐子山北麓。遗留有“狮子图”等砖刻壁画。

建康城外围还有不少南朝王侯墓地。梁安成康王萧秀墓，梁始兴武王萧瞻墓，梁鄱阳忠

烈王萧恢墓，以上三墓均在甘家巷。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在南京城东仙鹤门。梁吴平忠侯

萧景墓，在城东北尧化门。梁新渝宽侯萧 日英 墓，在甘家巷董家边。梁建安敏侯萧正立墓，在

江宁淳化镇。以上诸王侯墓，均或多或少遗留一些石兽、石柱和石碑等文物。

" 南唐三帝金陵府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从公元 #$% 年至 #%" 年，建都金陵（江宁）府，历三帝，凡 $# 年。南

唐政权呈畸形发展，在政治上软弱无能，但在文学艺术上却出现高峰。后主李煜填的词，堪

称为上乘之作，南唐画院集中了一批才华横溢的画师，成为中国艺术画廊中的佼佼者。南唐

遗留的胜迹有：金陵府城墙遗迹、清凉山避暑宫遗址、栖霞寺舍利塔和南唐二陵等。

" &’ 南唐金陵府城墙遗迹

南唐金陵府城墙，修建扩宽达 ’( & ! )*，为后来的北宋江宁府、南宋建康和元代集庆路

所沿用。明初，太祖朱元璋建南京城墙时，利用了金陵府南面和西南的旧城基地。

" &( 清凉山避暑宫遗址

清凉山的砂岩、砂砾岩，渗水性十分良好，断裂缝隙发育。南唐时，寺庙僧人曾在山洼里

挖掘一口水井。传说老僧饮用此水，年迈不衰，须发犹黑。大概是水质优良，含有益于人体

的多种矿物元素之故。该井美名为“还阳井”。今井畔尚存“保大三年”（中祖李 王景 年号 +
#,! 年）的石刻字样。

清凉寺在清凉山上。杨吴时，建兴教寺。南唐开元初（#$- 年前后），改为石城清凉大道

场。内有“庆德堂”，为后主李煜所题。相传，该寺为李后主的避暑宫，常在寺里留宿。寺后

山巅，有南唐建的“翠微亭”，又名“暑风”。“清凉山色几芙蓉，旧是南唐避暑宫，留得翠微亭

子在，水天闲话夕阳红。”这首后人写的诗，道出了清凉山景色之美。寺庙几经毁兴，现仅存

清末建的佛殿一座。

" &$ 舍利塔

栖霞寺为江南著名古刹之一，舍利塔座落寺中。舍利塔为隋代始建，后毁。南唐保大三

年（#,!）。李 王景 为悼念母宋氏，又重建此实心舍利塔。该塔全用打凿的石灰石块件构筑，外

形类似密檐形式，八角五层，高 ’! *。塔基每面浮雕佛祖释迦牟尼八相图。雕镂极为精细，

花纹装饰性强，富于立体感。基座围绕古朴仿木的石栏杆，周边镌秀美花纹。塔身第一层特

别高，全部作八角形，南面作门户，双门紧闭。后面雕有普贤、文殊和四大天王飞天之像。北

面亦作紧闭门户。前后门两旁柱上，刻有《金刚经》四句偈。塔自第二层以上，上下檐间，距

离颇短，后面均作拱形龛，内刻坐佛。历经千余载大自然的风化剥蚀，仍完好无损。

" &, 祖堂山南唐二陵

南京南郊东善桥镇祖堂山，是南唐二主的陵墓所在。李升（烈祖）陵称“钦陵”；李 王景（中

祖）陵名“顺陵”。二陵皆依山而建，地形甚好。两陵已于 ’#!. 年发掘，整修后对外开放。地

下墓室，位置偏南，二陵型制大致相同，全为砖砌。在平面上分前中后三个主室，每主室东西

附有侧室。钦陵有十三个侧室，顺陵为十二个侧室。后室为陵墓主体，非常讲究。钦陵室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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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有“天文图”，地下铺面青石刻有“地理图”；而顺陵全无雕刻装饰。这二陵虽然后世多次被

盗掘，但发掘时仍出土六百多件文物，其中“王谥册”（埋藏帝后的祭文）尤为珍贵。

! 明朝从应天府到南京城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在应天府称帝。同年八月，攻占元大都（北平），完成

了统一大业，以应天府为南京，成为明初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朝在南京历经朱元

璋、皇太孙朱允 火文 和明成祖朱棣三帝，历时五十四年。永乐十九年（"&’"），成祖迁都北京，

改南京为留都，当时南京之地位仅次于北京。明代遗留的胜迹较多，如南京城墙、明故宫遗

址、无梁殿、鼓楼及大铜钟、胭脂河与天生桥、阳山碑材、明孝陵及功臣墓等。

! (" 南京城墙

南京城墙的修筑，始于元至正二十六年（"#$$），于洪武二年正式动工，至洪武二十年建

成，历时 ’) 余年。城墙北控后湖，东傍钟山，南凭秦淮，西据石头。考虑江防要塞和丘陵、堤

垄地势，逶迤婉转达 ## ($!$ *+。城墙高 "& , ’" +，城基宽 "& +，顶宽 ! +；设有垛口 "#$"$
个，敌楼（堡垒）’)) 个，雄伟壮观。南京城墙工程浩大，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城，也是世界上最

大的古城（巴黎古城仅 #) *+）。城墙用巨大的条石砌基，砖用优质粘土或白瓷土烧制，它来

自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沿江的 - 省 "’- 个县，为统一规格的巨砖。砌墙用胶质拌灰

浆作粘合剂，个别地段还掺以桐油，使之牢固。修城费用大多摊给江南富户。劳动力有些是

征发来的“罪犯”和农民，计 ’) 万户。内城设十三个城门，其中的正南门—聚宝瓮城（今中华

门），最为雄伟，是我国最大的古城堡。中华门今尚存砖体部份，实为珍贵。城门一组纵深

"’. +，东西 ""% (- +，墙高 ’) (&- +，外部全用大砖包砌。外辟 ’! 个藏兵洞，东西各置 "" +
宽的登城“马道”。南京城墙现存 ’" (# *+ 城垣，虽历时 $)) 余年风雨侵蚀，仍岿然屹立。

! (’ 明故宫遗址

位于南京中山东路的明故宫，是明初洪武、建文和永乐三代皇帝的宫城，又称紫金城。

始建于元至正二十六年。当时的明故宫，规模宏伟，前殿后寝，南北长 ’ ( - *+，东西宽 ’ *+，

有护城河绕其四周。南面有三门，为午门、左掖门、右掖门；西面三门，为西华门、西上南门、

西上北门；东边三门，为东华门、东上南门、东上北门；北面也设三门，为北安门（即后宰门）、

北上东门、北上西门。宫城之内，正殿为奉天殿（金銮殿），华盖殿，谨身殿，合称三大殿。奉

天殿西有武英殿，东有文华殿。这三大殿后面，即为“后寝”，是帝后之居住处。正宫叫乾清

宫、坤宁宫，两侧为东西六宫。清咸丰三年（"%-#）毁于兵火。现地面尚存午朝门、东安门、西

华门，及内外五龙桥、石壁、碑刻、梳妆台等，还有故宫大批石制柱础及建筑构件。

! (# 无梁殿

灵谷寺无梁殿，位于南京中山陵东侧。无梁殿本是供奉无量寿佛的大殿，简称无量殿。

建造于明永乐至嘉靖年间。全殿由砖拱制成，因无一根木梁，故又称为无梁殿。殿东西长

-# (% +，南北宽 #! (% +，面积约 ’))) +’。正、背两面都辟出三个拱门，左右各置拱形窗。殿

立于台座上，做歇山顶，立面仿木结构，外观雄伟庄严而稳重，是最早最大的无梁殿建筑。

! (& 鼓楼及大铜钟

鼓楼在南京市中心，始建于洪武十五年（"#%’），规模宏大，雄伟壮观。鼓楼建于高岗上，

分上下两部分，下为台座，系明代原构筑；上建楼阁，为清末遗物。红色粉面，状似城阙。台

座高 % (. +，宽 && ()& +，深 ’’ ($ +。正中并列辟券门三个，贯通前后，供人来往。登台面梯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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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上，后各建歇山顶亭子一个，两亭中后耸立两层重檐歇山顶做花脊楼阁。楼面宽三间加回

廊 !" #$$ %，纵深 !& #’$ %，楼四周均有窗格。鼓楼原是明代报时的地方。楼上原有大鼓两

面，小鼓二十四面，云板一面，点钟一面，牙杖四根，壶房铜缸一座，三眼画角二十四板。为报

时和迎亲、选妃、接诏时用。清康熙帝南巡，在楼上立“圣谕”石碑一座。现辟为鼓楼公园。

南京鼓楼广场东北角，与鼓楼相对应的大钟亭内，悬挂大铜钟一口。铜钟高 ( # )$ %，口

径 ) #)* %，底边厚 & #!$ %。当时铸造铜钟用铜 ($&&& 斤，锡 (&&& 斤，黄金 +& 两，白银 !)& 两，

铸成后重 )" ,。铜钟顶部，凸铸荷花纹一周，提梁上有云纹和波浪式卷角。铜钟上有“洪武

二十一年九月吉日铸”铭文，即公元 !"-- 年铸成。此铜钟是我国著名的巨钟，撞钟之声，数

里可闻，成为南京古都的重要标志。

$ #+ 胭脂河与天生桥

河与桥在南京市溧水县城西 ( .% 之亭山。胭脂河是洪武二十六年（!"*"）九月，朱元璋

下旨开凿的一条运河，连结石臼湖与京都秦淮河。胭脂河全长 !+ .%，中间穿过一座长 +
.%，高 !+ / "& %，由上侏罗统红色砂砾岩组成的石岗。河道底宽 !& 多 %，深 "& 余 %，两岸石

壁陡峭似天堑，气势不凡。胭脂河上原有天生桥两座，现仅存北桥，桥长 "( %，宽 !- / * %，

桥面高 "+ %，桥顶石厚 - #* %。据《溧水县志》载：“开河时，在河道上以巨石留为桥，中凿石

孔十余丈，以通舟楫，桥以势而成，故名‘天生’”。

$ #’ 阳山碑材

在南京市江宁县阳山西麓坟头村，明代采石场遗址。永乐三年（!(&+），成祖朱棣为表其

孝道，在此开凿竖立于明孝陵前的“大明神功圣德碑”，准备给其父朱元璋歌功颂德。碑材分

碑身、碑座、碑帽三部分，均已大体凿成。三段连接起来 $" % 有余，重量万余 ,。因阳山碑材

实在太大、太重，无法运输，只好弃置原地，成了封建帝王劳民伤财的历史见证。

$ #$ 钟山明孝陵及功臣墓

明孝陵位于南京中山门外，钟山之阳独龙阜下。孝陵建于明洪武十四年至十六年（!"-!
/ !"-"），也就是朱元璋驾崩前十六年就把自己的陵墓修好了。洪武十五年葬入马皇后，因

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孝陵”。洪武三十一年（!"*-）葬入朱元璋，并有上百位妃嫔、宫女

陪葬。孝陵原规模很大，周围 )) # + .%，雄伟壮观。到清咸丰年间，原殿宇建筑毁于战火。

现存的建筑，多为清代所建。

明太祖朱元璋陵墓建成后的五百余年间，钟山之阳一直为孝陵所独占，就连同朱元璋一

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开国元勋们，也只能屈居钟山之阴。只是到了 !*)* 年中山陵建成后，

才开始打破这种一统局面。钟山北麓在明初葬入的王公墓有：开平王常遇春墓，岐阳王李文

忠墓，中山王徐达夫妇合葬墓，江国公吴良墓和海国公吴桢墓等。这些墓均保留有石人、石

兽、石龟、墓碑等遗迹。

- 太平天国天京风雨

太平天国于癸好三年（清咸丰三年—!-+"）二月十四日，太平军攻陷江宁（今南京），定江

宁为天京，在此立都十一年。使这座古城成为“东方革命风暴的中心”，而引起世界注目。太

平天国遗留的古迹主要有天王、东王、英王府等建筑和壁画，还有天堡城遗址等。

- #! 天王府遗址

太平天国天王府在今南京长江路，是太平天国最高的政权机构，也是天王洪秀全在天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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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十年有余的宫殿。天王府是利用原清两江总督衙门，于 !"#$ 年底失火烧毁后的旧址重

建的。其范围：南至科巷一线，北抵浮桥、太平桥城濠，包括典天厨、典天马、侍卫府、朝馆等，

周围约有 # %&，内有太阳城和金龙城两部分。太阳城，南端为大照壁，照壁内立一排旗杆，

自此向北为东、西牌楼、下马坊、钟鼓楼，中轴线上为天父台、凤门、基督殿、皇天门、御河等。

金龙城，南区有圣天门、二道门，金龙殿前为左右朝房，殿后为穿堂、二堂、殿的左右各有一组

建筑及东西花园。二堂后为内宫，有七八进。宫后有苑，称后林苑。苑中建台，台四周有栏

杆，台上设阁。四周砌高墙。所有建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

!"’( 年夏，天京失陷后，太阳城和内宫，基本被毁，仅剩下金龙城内的荣光殿、穿堂、暖

阁、二堂及东西各一组建筑和花园等。如今，东花园已毁，荣光殿等已翻修，作为太平天国事

迹陈列；西花园（煦园）的石舫等亦有较大的修理。!)"* 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 东王府、英王府等遗迹和壁画

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官衙东王府，在南京堂子街。华藏庵、古城隍庙、罗寺和何宅、史

宅等，其属官皆位于附近。堂子街官衙建筑，原有前后五进，均为三开间。第二进左右壁及

后壁，有壁画八幅，内容为江防望楼、燕子矶、栖霞山及鹤、马、孔雀等。第四进东西壁，又各

有画两幅，东为鹤鹿、雉鸡，西为鸳鸯、狮子；门楣板画，为书卷等类。最后一进亦有壁画，尚

可看到鲤鱼数条。

太平天国天朝总圣库，在南京升州路，前临下浮桥，左为灯笼（登隆）巷，后为安品街。英

王陈玉成府，在总圣库之右侧。总圣库、英王府建筑群，原有四壁，左侧一路存前后二厅，梁

坊上雕刻花草。中左一路现存三进，进深 ’, &，第一进厅堂五开间。右侧一路尚剩楼房二

进，平房一进。该建筑群原内有花园、假山、水池、亭阁，现仅剩古银杏两棵。上述建筑群前

部，在 !)-# 年拆除时，出土石柱础 *) 个，型式多样，均刻图案花草，尤以《太平天书》图、牛

耕、钓鱼、打柴，以及禾稻、白菜、瓜蝶、战船、海螺、笔纸、望楼亭等为珍贵，具有太平天国的时

代特色，今保存在太平天国博物馆内。

南京黄泥岗仍遗留有太平天国建筑群，现存四进，均三开间，大门朝西，后为池塘。四周

近百米内，有御花园、昕王陈柄文府，以及传说的奋王罗大纲府、顾王吴如孝府与衙馆建筑。

现存壁画分布于大厅左侧内壁及左次间壁上，为喜鹊梅花、祥兽、鹿、燕等。后壁画为天堡

城。金沙井的太平天国官衙建筑，石柱础上，均有各种兽类雕刻。

" +$ 天堡城遗址

天堡城在南京太平门外，钟山西峰山顶。现存墙基西、南、东三面，用巨石砌筑，南北长

", &，东西宽 *! &，残高 ( & 左右。堡之西北和东北依山脊。朝南的一面，与明城墙转角对

峙成犄角，向下控制着东南的明孝陵右区平地和西南的湖边大道。地堡城则在湖堤旁。城

内富贵山亦有炮台，它与天堡城、地堡城、形成三鼎足，上下配合，在战略上控制东北方向尧

化门、岔路口等来敌，以及东南方向麒麟门、上坊门等。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不久，清都司张国

荣等飞马闯上天堡城。时堡中“火炮纷纷打击，抬枪抬炮如骤雨”，张国荣“被打断了左手中

指”。清江南大营从此由卫岗东退孝陵卫。!"’( 年初，天堡城失陷于清军。半年后，地堡城

亦失。此后二十几天，龙脖子城墙被炸开，天京失陷。

) 民国政府都南京

!)!! 年 !, 月 !, 日，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封建帝制，成立中华民国。!)!* 年元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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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存在 !" 天后，便落入北洋军阀手中，而移都北

京。#!$% 年蒋介石成立国民政府，再定南京为中华民国之都，其中除抗战八年迁陪都重庆

外，前后在南京共 #& 年。遗留的名胜古迹有总统府、中山陵及国民党元老墓、灵谷塔、莫愁

湖粤军阵亡将士冢和梅园中共代表团驻地等。

! ’#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原址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在南京长江路 $!$ 号院内，太平天国西花园（煦园）西侧。存有大

礼堂、大总统办公室、中山先生起居室等。大总统府系利用张人骏西式花厅修建，东西长，正

中凸出，并设方亭，亭台下有阶。进亭东西为走廊，有铁花栏杆。再进为穿堂，穿堂西三大间

为会议室，长 #( ) 多，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此宣誓。穿堂第一间为小会议室和会客室，

第二间即为孙中山办公室，第三间为休息室。孙中山起居室在西花园东北区，三开间二层楼

屋，砖木结构。楼上东为卧室，中为餐厅，西侧为浴室。楼下原为卫士室，后为眷属住房，孙

科住过。楼房前为花园，有墙与南区建筑相临。近墙有廊，另开小门出入西花园。西花园东

侧，原为蒋介石国民政府总统府所在，今尚未开放参观。

! ’$ 中山陵及国民党元老墓

中山陵在南京东郊钟山中部之南麓。#!$* 年元月兴建，至 #!$! 年初建成。同年六月一

日，孙中山遗体由北京香山碧云寺移此安葬。据孙中山前卫士、解放后管陵的范良先生称，

孙中山梓宫安葬于墓室孙中山全身汉白玉卧像下 " ) 深处，水泥封固。这是具有民族风格

的现代陵墓。陵墓呈木铎式，傍山建筑，由南向北逐渐升高，依次为牌坊、陵门、碑亭、平台，

最后为祭堂和墓室。墓室在半山腰，海拔 #"+ )，从陵墓入口至墓室达 %,, )，有石阶 (!$ 级。

祭堂中有孙中山汉白玉石雕全身坐像，四周刻孙中山重要事迹浮雕。祭堂壁上，刻有他的遗

著《建国大纲》。墓室呈球状结构，正中圆形，汉白玉 土广 ，中为长方形墓穴，棺上镌孙中山长

眠卧像，庄重肃穆。牌坊南侧正对孙中山铜像；广场前方，设有音乐台、光华亭、水榭等建筑。

周围满栽树木，布局严谨，气势雄伟。

中山陵之西，葬有国民党元老廖仲凯和何香凝夫妇墓；陵以东有邓演达墓等。

! ’( 灵谷塔

#!$! 年国民党中央利用灵谷寺无梁殿，作为革命阵亡将士公墓，把殿作为祭堂，并以它

为主轴分成三组，殿前置牌坊，殿后兴建阵亡将士纪念塔—灵谷塔。

灵谷塔是一座近代（#!(# - #!(" 年）建筑物，为钢筋水泥九层八面琉璃塔，塔高 ** )，塔

中心有螺旋形转梯拾级直上顶层。游人登顶远眺，南京秀色一览无遗。

! ’& 粤军阵亡将士墓

该墓在南京莫愁湖公园内濒湖处。墓初建于民国元年（#!#$），是为纪念反清北伐战争

中牺牲的将士。当时的北伐粤军总司令姚雨平，把为保卫南京政府在津浦线英勇作战而光

荣牺牲的烈士遗骨归葬于此。墓地原立有丰碑，正面孙中山题词“建国成仁”；碑阴刻黄兴撰

“粤军殉难义士之碑”碑文，歌颂北伐及烈士功勋。该墓 #!&+ 年重修，集中原来各个墓 在一

处，碑上刻有五十四位烈士姓名和对联。邹鲁还写了《重修建国粤军阵亡将士墓记》。现墓

的构筑规模，则为 #!%! 年重修。

! ’" 梅园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原址

原址在南京长江路东端梅园新村 #% 号、(, 号、(" 号。是中共代表团 #!&* 年 " 月 - #!&%
年 ( 月期间的办公处。“重庆谈判”之后，#!&* 年 " 月 ( 日，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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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由重庆迁来南京，继续同美蒋方面进行谈判。这个办事处，接待过国际友人和人民群

众的来访，举行过记者招待会等。梅园新村 !" 号，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办公兼私人宿舍；!#
号为董必武和李维汉办公和住处，叶剑英在此住过。$% 号是代表团对外办公机关，设外事

组、新闻组、军事组、妇女组，以及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等。该院楼下矮屋为饭厅，亦是记

者招待会之处。$&#’ 年，该办事处按原貌整修，征集陈列文物资料，辟为革命纪念馆，对外

开放。九十年代，在长江路上重建纪念馆门楼，并竖周恩来全身高大塑像，气势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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