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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靖江王城是桂林历史文化的一颗明珠。
它是桂林的城中之城，更是桂林历史文化的缩影。
走进了靖江王城，就走进了桂林的历史文化之门。
桂林靖江王城有两条十分明晰的历史主线：作为政治历史的主线，这里曾是元代元颇帝妥帖睦尔的潜
邸、明代的靖江王府、南明皇城、孙中山北伐驻节处及广西省政府所在地。
作为文化教育的主线，这里有南朝的读书岩、唐代的宣尼庙、清代的贡院、解放后的军政大学及广西
师范大学，由此形成了靖江王城的三大文化传统：其一是以南朝颜延之读书岩开创的王城修身文化传
统；其二是唐朝李昌蠖在独秀峰开办的广西第一所府学开创了王城教育文化传统；其三是清朝变王府
为广西举行乡试考举人的贡院开创的王城科举文化传统。
这一切使靖江王城成为桂林当之无愧的一张历史文化名片。
    靖江王城也是广西师范大学的精神家园。
在广西师范大学80年的办学中曾两次入驻靖江王城：第一次是抗战胜利后，国立桂林师范学院1946年1
月从贵州平越迁回桂林，因六合路校舍毁于战火，借靖江王城广西省政府办学。
第二次是院系调整后，1954年7月，新组建的广西师范学院按照中央的决定，将所在的将军桥校舍与中
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特科学校所在的靖江王城对调。
从此，广西师范大学与靖江王城融为一体，靖江王城的文物得到完好的保护。
办学，使王城融王府、书院、大学于一体；办学，保护和发展了王城文化。
可以说，靖江王城与广西师范大学相映生辉、相得益彰：靖江王城如果没有广西师范大学，就会被淹
没在了无生气的古迹之中；广西师范大学如果没有靖江王城，深厚悠久的文脉就会被割断。
而靖江王城因为有了广西师范大学在这里办学，不仅增强了现代性和青春活力，且被赋予了博雅的文
化内涵；广西师范大学因为有了靖江王城这座独具特色的王府校园，不仅丰厚了办学及教育的底蕴．
而且拥有了学校的独特标志，成为20万师大学子共同的精神家园。
    靖江王城应坚持“历史·文化·旅游·教育”的基本定位。
靖江王城作为一所千年王府的大学校园，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应适当保留教育功能，彰显国家文物
、高等学校、著名景区三者合一的独特性，实现历史文化、人才培养与旅游建设的和谐发展。
这就应坚持“历史·文化·旅游·教育”四位一体的基本定位：所谓历史是指自南朝颜廷之在独秀蜂
下开创读书岩以来已有的1 500年的历史，这使靖江王城具有了历史绵延的特性；所谓文化是指靖江王
城经历了南朝读书文化、唐代庠学文化、明代藩王文化、清代贡院文化、北伐革命文化⋯⋯这使靖江
王城具有了文化深厚的特性；所谓教育是指靖江王城本来就是办学圣地，是培养人才的摇篮，这使靖
江王城具有7教育悠远的特性；所谓旅游是指靖江王城作为一个国家4A级景区，具有吸引游客的诸多
独特要素．如作为自然景观的独秀峰。
作为人文景观的200多处摩崖石刻和保存最完好的明代藩王府等，这使靖江王城具有了“阅尽王城知桂
林”的旅游浓缩的特性。
    令我高兴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一批专家对这一切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研究。
“靖江王城历史文化丛书”正是这一研究的成果。
它将不仅呈现出我们所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靖江王城的一切。
而且将展示出靖江王城集王家气派和书香风范于一身的独特气质。
    正值广西师范大学80年校庆之际，在我看来，校庆的第一要务是“知根、植根、育根”，只有“知
根”，才能“植对根”，也才能“育好根”。
这就需要研究学校的历史，研究我们所在的靖江王城的历史。
    更希望下一步在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切实把靖江王城这一历史文化瑰宝保护好、
挖掘好、利用好，让千古文脉在广西人才培养中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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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长山、漆招进编著的《图说靖江王城史》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
系统地介绍了明靖江王城的历史。
 《图说靖江王城史》具体内容包括：靖江王城与桂林城的发展变迁、靖
江王府的兴废、历代靖江王略传、靖江王城历代文物鉴赏，并旁及诸多历史 文化问题，如靖江王与广
西社会等，是全面7解和认识靖江王城历史文化的
较为重要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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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明代以前桂林城池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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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殿毁城存历史见证——靖江王府被毁与重生
  1 鹊巢鸠占定南一炬——靖江王府被毁
  2 改建贡院延续文脉——清代对靖江王府的利用
  3 总统行辕桂系中枢——民国时期对靖江王府的利用
第三章  明朝兴亡的攸关者一历代靖江王略传
 一、靖江王国世系
  1 靖江王国始祖——南昌王朱兴隆
  2 靖江王国最后一位靖江王
  3 靖江王世表新编
 二、历代靖江王略传
  1 太祖长兄靖藩姑相——靖江王国始祖南昌王朱兴隆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兄弟之情
  2 开国功臣鞭后而殁——大都督朱文正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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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儿死孙继父病子行——第五一七代靖江王朱规裕、朱约麒与朱经扶的守国之道
  7 宫闱失和宗族反叛——第八一九代靖江王朱邦芋父子
  8 叔承侄位衰亡渐现——第十代靖江王朱履焘与第十一代靖江王朱任晟
  9 以庶夺嫡粤西汹汹——第十二代靖江王朱履秸与朱亨致的继承权之争
  10 篡位监国王府遭劫——第十三代靖江王朱亨嘉的不轨之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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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汉家楼阁暮云间——靖江王城历代文物鉴赏
 一、靖江王城概貌
 二、明代靖江王城
 三、明代王府官殿台基遗址
  1 承运门台基
  2 承运殿台基
  3 王宫门残基
  4 王宫残基
 四、明代王府花园及月牙池遗址
  1 月牙池
  2 太平岩
 五、明代独秀峰景观建筑
  1 独秀峰登山道
  2 山上建筑
 六、清代广西贡院遗存
  1 乾隆皇帝御书《幸翰林院赐大学士及翰林等宴因便阅贡院诗》石刻
  2 景福楼遗址厦“三元及第”石坊
  3 “状元及第”石坊
  4 “榜眼及第”石坊
  5 福泉井
  6 科举人物题刻
 七、民国孙中山纪念建筑
 八、民国广西省政府建筑群
  1 广西省政府的建筑
 九、独秀峰历代摩崖石刻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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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明代以前桂林城池的变迁    桂林建城的历史，一般认为应该与设县的时间同步，即始于公元前111
年。
其古代城市建置经历了六次提升，相应的，其城池建设也经历了六次大的发展：汉代，从无到有，始
安县设立，始安县城始筑，但地址不明；南朝，升县为郡，郡城方位大致可考；唐代，升郡为州，以
独秀峰为中心建筑州城；南宋，升州为府，扩建府城；元代，升府为省，扩建省城，易土为石；明代
，升府为藩国，扩建南城；清代，以城墙为界线的桂林古城格局没有大的改变。
    民国以来，以城墙为界线的桂林古城格局逐步被打破，桂林逐步发展为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风
景游览城市。
    明代靖江王城的所在地，是明代桂林府城的中心，也是南朝以来桂林城的发源地。
南朝时期，靖江王城内的独秀峰位于始安郡城外郭与村邑之间。
唐朝时期的子城，建于独秀峰之南约百余步。
自此以后，唐代桂州城、宋代静江府城，都是以子城为基点向外扩展的。
    1.第一座桂林城——汉始安县城    史书记载桂林设县的时间是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
汉武帝当年派大军越严关，沿漓江、桂江而下平定南越国，在岭南设立交州刺史部，下辖9郡。
桂林是汉军出关后收服的第一块失地，因此汉武帝首先就在桂林开设始安县，取“最先安定”之意。
始安县不属于交州刺史部管辖，而是属于荆州刺史部零陵郡管辖。
    有县必有县治，一般有城池护卫，谓之“县城”。
关于始安县城的所在，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兴安县严关镇古秦城遗址或其附近；一说在今桂
林城区或北部郊区。
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在1999年根据多数专家意见通过决议，认定汉始安县治设在今桂林城区一带，公元
前111年为桂林建城之始。
史书记载桂林有汉城遗址，显示最早的桂林城——当时应该叫始安城——应当是在始安县设立之初就
已经建成。
不过目前考古工作者尚未在桂林城区和附近找到汉始安城遗址。
    2.第一座位置可考的桂林城——南朝始安郡城三国吴孙皓甘露元年(265)十一月，析零陵郡南部设始
安郡，属荆州，郡治始安县。
始安郡建置一直延续到南朝梁武帝时期。
南朝时期始安郡城的位置大体上可确定在独秀峰附近。
南朝宋景平元年(423)著名文学家颜延之出任始安太守，公余常至独秀峰南麓的岩洞中读书，留下第一
首歌咏桂林山水的诗句：“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
”这两句诗给我们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线索：第一，独秀峰距离始安郡城和太守府不远，否则颜延之不
可能在公余常至岩中读书。
第二，独秀峰位于城外郭“郛”和乡村“邑”之间。
南朝宋时期，始安已经升格为始安郡，南朝梁武帝时更升格为桂州州治，作为州、郡、县三级行政中
心，始安郡城应当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刻于鹦鹉山的南宋《静江府城池图》在城外东北角标有“古旧城”字样，可证南宋人认为南朝以前
始安城在静江府城北门(朝京门)外，即在今桂林市鹦鹉山和铁封山以北某地。
但具体地点目前尚未查实。
    从地势观察，南朝的始安郡城很可能在独秀峰以北，伏波山以西，鹦鹉山和铁封山以南，宝积山以
东区域。
这个区域由于历史上建设不断，始安郡城遗址可能已经荡然无存，但是在民国时期修建湘桂铁路时，
曾经在鹦鹉山以北处发现南朝墓葬，其中出土了纪年地券。
一般来说，墓葬离城不会很远。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南朝始安郡城的实物遗存。
    南朝始安郡城，虽位置可考，然遗址待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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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第一座记载明确、遗址可寻的桂林城——唐桂城    南朝梁武帝大同六年(540)置桂州，以南桂林二
十四郡属桂州，州治设于始安郡。
桂州建置一直延续到南宋绍兴三年。
其中，唐代桂州城是记载明确并有迹可寻的最早的桂林城。
桂林地方文献对唐桂州城有较详细的记载，如唐光化二年(899)莫休符撰写的《桂林风土记》和明清时
期官修的桂林地方志书。
榕湖北岸的古南门传说为唐代桂州城的西南门，当时被称为威德门。
前几年在七星公园骆驼山与普陀山之间发现的古城墙和古壕沟，有专家认为是唐代桂州城外围军事防
御设施。
    根据记载，唐代桂州城经历过三次建设：    第一次，武德年间(618—626)，桂州总管李靖在独秀峰以
南的漓江西岸修建始安郡城(别名子城、衙城)，主要护卫官府衙门。
始安郡城(子城)周围三里十八步，约合今1422米，高一丈二尺，约合今3.72米。
有南、北、东、西四门。
独秀峰在其正北约百步(150余米)，訾家洲在其东南百余步漓江中。
从位置及周长可大致推断，唐始安郡城(子城)范围大致约在今靖江王府承运门以南、依路以北、中山
中路以东、漓江以西地区，中心在正阳路与解放东路交叉的十字路口。
子城东侧濒临漓江，城墙上下建有许多楼亭，著名的有东楼、逍遥楼、望月楼、拜表亭、碧浔亭等。
P12-17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说靖江王城史>>

后记

桂林靖江王城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明代藩王王城，1996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10月，国家文物局发文公布了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广西有两项入选，“靖江王府及王陵考古遗址公园”即为其中之一。
与此同时，启动已久的《桂林靖江王府文物保护规划(2012—2030)》的制订也进入最后验收阶段．即
将付诸实施。
桂林靖江王城的历史文化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丹教授、副校长钟瑞添教授、前副校长刘健斌同志等的关心下，在广西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我们启动了“靖江王城历史文化丛书”的编写工作。
《图说靖江王城史》，就是其中的第一本。
期待通过这本小册子，能够拓展和深化民众对靖江王城历史的认识，并提高社会与民众的文物保护意
识和观念。
    王丹教授百忙中拨冗为本丛书赐序，特此致谢。
    书中的照片除作者搜集、拍摄的之外，林京学、蒋若舟等先生也大力相助，提供了不少优美的图片
。
华南理工大学的林哲博士还慨允使用其已出版的博士论文《桂林靖江王府》一书中部分王府建筑的精
美复原图。
这些宝贵的支持，使得本书能够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增添了生动性、形象性与可读性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赵艳女士对书稿进行了精心的审读与教正。
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2012年10月18日    于独秀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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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长山、漆招进编著的《图说靖江王城史》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看，靖江王城区是有据可查的桂林古
城的策源地。
本书从文化教育史的角度看，靖江王城区是桂林文化教育的策源地和兴盛地。
本书从政治史的角度看，靖江王城区曾经驻留过几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人物：唐末桂州戍卒起
义首领庞勋，他是唐朝灭亡的第一个掘墓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他曾经带领义军到桂州城休整
。
并由此出发进攻唐朝首都长安城，是唐朝灭亡的主要掘墓人。
本书从文物价值的角度看。
靖江王城区是桂林城区现存体量最大、门类最齐全、内涵最丰富、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最高的文物古迹
区，是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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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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