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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殿粤要纂》上林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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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中华大地，山川秀丽；中华民族，勤劳智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上林，位于华夏版图西南之一隅，隶属广西首府南宁，辖区１　８９２平方千

米，辖管七镇四乡，人口五十万众，壮族八成余二。

此地也，山清水秀，气净光媚，最宜人居，何也？一说山清。大明

山，桂中之名山，北回归线横穿而过。何谓大明？日月同辉谓之大明。

每年甲子、夜半、朔望、冬至之时，大明山最高峰龙头山屡现 “日月同

辉”奇异天象。亦有众多游人，在山上拍到佛光。大明山有春岚、夏瀑、

秋云、冬冰四季奇景，最奇之处，当属此山 “南地北貌”，在此纬度，冬

天可见结冰。南方虫鼠滥生，细菌滋长，经此冰封雪冻，虫菌消失殆尽，

兼之大明山乃国家森林保护区，古树参天，蓊蓊郁郁，四季常青，此山

之清，与众不同。二说水秀。大龙湖，世界十大喀斯特高峡平湖之一，

湖面宽近万亩，七泉齐涌，源源不断，常年蓄水１．５亿立方米，灌溉上

林、宾阳两县７０万亩 （４．６７万公顷）农田。湖水清澈，奇峰倒影，风过

水面，微波荡漾，千姿百态。或于季夏，泛舟湖上，突遇骤雨，千珠万

粒，倾入湖中，如豆入箕，欢腾跳跃。此水之秀，与众不同。三说气净。

北回归线上之大明山与大龙湖，一山一水，相互影响，形成独特的大明

山小气候，年均气温在２０℃左右。大明山乃 “绿色之肺”，吐故纳新，

祛除疲劳。大龙湖乃 “绿色之肾”，排毒养颜，保持青春。全县各主要景

区景点平均每立方毫米有负氧离子一万个以上，最宜有氧运动及养颜养

生。此气之净，与众不同。四说光媚。常说立竿见影，可每年夏至之日

午时，立于北回归线之上， “立竿不见影”，因此时太阳、地球与人均站

在同一条线上。据说掌握技巧之人，可打通任督二脉，将天意、地气与

人愿贯通，从而青春永驻，长生慢老。此光之媚，与众不同。

此地也，历史久远，文化深厚，代代相传。一说龙母传说。石门龙

母，乃珠江流域龙母文化之源头。龙母慈祥善良，宽大为怀，抚育幼小，

教化一方，给壮族后代留传善、孝两大美德，并教会后人知恩图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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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唐城遗址。唐城遗址包括一城两碑，位于白圩智城，乃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两碑碑文反映唐武后时智城作为澄州郡守，“黎庶甚众，粮粒

丰储，纵有十载无收，亦从人无菜色”， “人皆礼仪，俱闲秽色；那桑滋

耽，耕农尽力”，“实乃灵仙之窟宅，贤哲之攸居”，“处之者逸，居之者

久，永弃危亡，长归遐寿”。唐城遗址反映了唐朝时期上林政治、经济、

文化、宗教、军事生活，描绘了民族和气、宗族和睦、宗教和谐之盛况。

三说徐霞客。徐霞客乃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纵

游举国南北，足迹遍布京、桂、滇、黔等１６省，所到之处，探幽寻秘，

每日记游，对岩溶地貌进行研究、考释，乃举世第一人。他在上林游历

５４天，在其所著之 《粤西游日记》中有１４　０００多字记录。四说张鹏展。

张鹏展，上林县人。乾隆时进士，为武英殿纂修，历任太仆寺、太常寺

二卿、通政使司通政使。鹏展为人为官刚正不阿，敢言直谏：“居官必思

于物有济，遇事惟求此心所安。”鹏展搜集整理文学作品，编成 《山左诗

续钞》及 《峤西诗钞》。五说不孤村。不孤村位于上林县白圩镇高长村，

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被誉为 “岭南状元村”，该村世代诗书飘香，钟灵

毓秀，人才辈出，乃广西人文景观 “一枝花”。村口 “汝南门”刻有一

联：“汝水流清士读农耕绳祖武，南山挺秀德门仁里萃人文”。仅清朝年

间，就出有庠生、秉生、贡生、武举２０多人。如今，该村８２户人家有

７１户被评为 “状元户”（家中有一人以上考进高校）。六说文化传承。巷

贤、白圩、西燕等地 “四六联”山歌，与智城碑之骈体文同出一源，更

奇之处，此山歌既压脚韵又压腰韵，山野流传，张口即咏。

此地也，民风淳朴，乡邻好客，追思抚远，礼尚往来。先有春节，

“每岁节序元旦，设香击鼓，洁被服，拜天地君亲师位及宗族，乡党交

贺，尽日而上。迎春日竞看土牛、芒神，或插春鞭春花于门首，谓之散

春。元夜烧灯敬神嬉游为乐者”。正月十一 “灯酒节”，全村齐聚 “社坛”

聚餐，头胎生男者敬献全羊、生女者敬献阉鸡共祭 “社王”，亲朋戚友，

齐相欢聚，尽兴而散。次有 “万寿节”， “万寿节”乃纪念唐武德时澄州

刺史韦厥。韦厥嫉恶如仇，积德行善，造福于民，“传礼仪，教耕作，兴

水利，治疫病”，人皆敬仰。仙逝后被唐王朝谥封为 “万寿公王”，封侯

庙食。后世自发立庙奉祀，乃智城大庙。再有三月初三 “龙母节”，五月

初五 “渡河公节”，五月廿九 “达努节”，七月十四 “中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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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也，乃中国长寿之乡，耄耋老者，比比皆是。含饴弄孙，乐享

天伦。每于日丽风和，郊外踏青，蜂飞蝶舞，花香四溢；抑或天高气爽，

原野秋至，携朋唤侣，登高揽胜，吟诗作对，抚琴吹笛，把酒品茗，了

无块垒。上林处处皆仙境，安居此地得长寿。

文史资料工作，乃政协章程所规定，以 “存史、资政、团结、育人”

为目标。学长伟胜，就职于南宁日报社，著有 《水问邕江》、《邕州盐道》

等邕城系列。嘱余务必发挥政协之长，以补上林文史资料之短。听后胸

中豁然，遂着手谋划，动手写作，冀望通过 《上林历史文化丛书》之出

版，为建设南宁 “后花园”及国家生态县，尽绵薄之力。在政协同仁的

共同努力下，首册得以完稿面世。余下系列书籍，将逐册完成。

是为序。

广西南宁上林县政协主席、《上林历史文化丛书》主编

　　　　　　　　　　　　　　 　　　　２０１３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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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霞客之旅　醉美上林

旷世行游　名扬四海

大龙湖一角

徐霞客是我国明

代伟大的地理学家、

旅行家和文学家。

徐霞客生活的年

代，是明朝封建专制

王朝日趋没落，走向

崩溃的时代，同时，

又是代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新生力量正处

于萌芽状态，要求蓬

勃兴起的时代。徐霞客不仅没有依附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没有投身科

举制度，走仕宦之途，反而以毕生精力，不怕艰难困苦，置生死于不顾，

无私无畏，投入祖国大自然的考察，并在科学、文学等领域做出了杰出

的贡献。

上林第一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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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我国明代伟大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诞生４００周年之际，

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家主席李先念为徐霞客题词： “热爱祖

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这是对徐霞客一生公正、准确、科学的评

价。

旷世行游，名扬四海。４００年前的１６１３年， 《徐霞客游记》开篇之

作： “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

徐霞客２２岁开始出游，穷３０之春秋，足迹踏遍全国１６个省 （区），完成

了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行游，写下了名扬四海的 《徐霞客游

记》。

天下风景，美在广西。徐霞客在广西游历一年，到过３０多个县，行

程１　５００多公里，深入壮、瑶、苗等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不仅对广

西的山川地貌进行科学考察，而且对广西的社会历史、物产资料、民族

关系、风土人情等都作了细致的体察和详细的记录。在集文学、地理学、

旅游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为一体的６０万字的巨著 《徐霞客游

记》中，记载广西见闻的 《粤西游日记》就有２０万字，占三分之一的篇

幅，这是徐霞客用了一年时间 （１６３７年农历四月初至１６３８年农历三月

底）的旅游经历写就的。

东红湿地

霞客之旅，醉美上林。徐霞客从明崇祯十年 （１６３７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进入思陇 （原上林县辖，１９３８年划归宾阳县），二十二日进驻三里，

次年二月十三日离开三里，十四日离开乔贤，十五日从红渡 （原属上林

县辖，１９５２年划归忻城县）红水河登舟而去，在上林考察游历５４天。

《徐霞客游记》记载

上林部分约１４　０００字，其

中思陇９００字，周安、红

渡等１　０００字，考察记载了

上林的社会历史、物产资

料、民族关系、风土人情

等。纵览 《徐霞客游记》，

我们仿佛走进了上林灿烂

秀美的山川画卷，上林的

名山秀水，都留下徐霞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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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敬佩的足迹， 《徐霞客游记》是我们今天建设 “历史上林、文化上

林、和谐上林、美丽上林”的珍贵历史资料。

《徐霞客游记》为我们展示了明末上林历史的美丽画卷，不愧为我国

地理科学史上的丰碑。

上林，徐霞客最眷恋的地方。

徐霞客给上林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０日，国务院决定将 《徐霞客游记》开篇日———５月１９

日定为 “中国旅游日”。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９日，“中国旅游日”广西主会场，就定在上林，徐霞

客最眷恋的地方。

中共上林县委、县人民政府依托上林县被授予 “中国长寿之乡”这

个品牌，强力推进创建国家级生态县工作。上林，再一次向人们展示其

独特魅力和迷人风采。

行走上林　流芳百世

历史，有幸让上林这片热土增添了荣光。上林，这个史书记载的名

字，在华夏版图上，则有一个活生生的存在。这就是上林，因为一个历

史老人的寻访，变得特别，变得闻名，成为史籍上一个有意义的记载。

公元１６３７年冬，山路崎岖，一位徐姓老者在细雨寒风中，粗衣竹

杖，从南宁过昆仑关，逶迤而行，来到这里。这一住就达五十四天之久，

成就了这位历史上的伟大旅行家与八桂著名风景的佳话因缘。

这是徐霞客的最后一次出游。此时他年届五十，感到自己老病将至，

计划已久的 “西游”再也不能续延，他毅然踏上旅途，开始了一生最壮

烈的一次 “长征”。

作为一个成功的壮游者，其雄心万丈，他要遍游南国，直抵滇黔，

“问奇于名山大川”。于是，他不顾年老力绌，不顾荒蛮、封闭与瘴疠的

肆虐，从江阴老家出发，走江西再湖南后广东，入广西时已是次年阳春

四月，他先后游历了广西的东北和西南，而后来到上林，已是寒冬时节。

雨水不时地在这寒风中淅淅沥沥，他踽踽独行，山涧的树果草根成为他

的果腹之食。或投宿于寺中，或寄宿于茅舍，晚间他写游记，写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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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了一个行者与智者的思索。

“又行坞中二里，有小水南自尖山北夹来，北与界牌之水合，有小

桥，渡之，是为上林县界。”《粤西游日记·上林》这样开篇。“三里周围

石峰，中当土山尽处，风气含和，独盛于此；土膏腴懿，生物茁茂，非

他处可及”，他记录初到上林的细节，在 《粤西游日记》中，简练求真记

录山形地势，或写物事风习，或留下旅行指南式的评点。不知何因，他

在上林境内逗留的时间是他此行最长的，凡五十四天。上林寻游，盘桓

勾留，景物与人情，建筑与史实，成就了他１４　０００字的日记，成为他此

次出游的一个亮点。

所谓踏着古人的足迹，或许这是一次真正的兑现。

一个盛夏的中午，烈日当头，我们沿着徐老先生的足迹，行走在他

所描绘的三里城等地。满目青绿的禾苗抽穗拔节，秀丽的河流纵横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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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红花是大地的生命色彩，而潺潺流水是夏日风景的灵魂，这里，有

洋渡河，有峡谷溶洞，有湿地，有成片的湖泊草地。作为与桂北、粤西

山水同一脉系的喀斯特地貌，上林的山水景致不仅是绮丽灵动的，而且

多有幽深与奇崛的特色，有说它是 “小桂林”，不尽然，它不是一个个独

立的个体，而是一片片相互联缀的整体气象，水与山相依相偎，绿树与

村舍的映衬，在山坳深处，绿色葱郁如海，清流野渡有断桥，间或牧童

兀自戏玩，其景其情，或许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之景，堪可媲美。

面前就是一个叫三里·洋渡的地方。恰是当年徐老先生的流连之处，

背有大山之依靠，前有流水之环绕，清水河如同一条玉带，串联起这块

树丛草地。这里是一个平坦而广阔的生态绿地。夏日阳光下，悠悠绿色

绽放油亮的光泽，依傍阡陌田畴，在享受着这片特色风景时，念及起这

位一代旅行大家、一个倔强的独行侠、一代游记的集大成者，及其对中

华文明的贡献与引领，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醉美上林，徐霞客最眷恋的地方”。当年行走上林、客居五十多日

的大旅行家，如今得到了如此的尊重和厚爱。

金莲湖莲音寺

当年辛劳事，今日座上魂。万言写大千，行状后人敬。如若徐霞客

有知，也不枉那艰辛的上林行。

上林，一片风景的美丽，或许有了这样一位巨人的参与，才有了流

芳远播的人文故事，才有了不同的成色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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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鸿篇巨制　传世名作

徐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明朝南直隶江阴人 （今江苏江阴人）。

生于明万历十四年 （１５８６年），卒于崇祯十四年 （１６４１年），享年５６

岁。

徐霞客出生于一个富足的家庭，当时的明王朝已经日落西山，农民

起义风起云涌。年轻的徐霞客也曾想顺应世俗，通过科举取得高官厚禄。

但在应试失败之后，徐霞客决心摆脱名利的束缚，将注意力投向自己所

感兴趣的事业。他在研究地理、历史典籍中，发现了很多新疑点。为了

“问奇于名山大川”，他于２２岁开始出游。在３０多年的时间里，徐霞客

东渡普陀，北历京冀，南涉闽粤，西达陕西，南至云贵，其足迹踏遍山

西、河北、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

贵州、云南等地。

《徐霞客游记》是徐霞客在旅行的间隙用日记体写成的。它详尽地记

载了祖国各地的山川、水流、风俗、人情，并涉及当地的矿业、手工业、

边防等，是为后人了解明朝社会后期状况的纪实性著作。《粤西游日记》、

《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记述了我国西南地区广泛分布的岩溶地貌，

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

《徐霞客游记》不仅是一部地理学巨著，而且是一部文辞十分优美的

游记。即使没有到过某地，只要读过 《徐霞客游记》，你会感觉身临其

境，各种美景一一展现在你面前。

徐霞客从崇祯十年 （即丁丑年）（１６３７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进入

上林县的思陇，二十二日住进三里城南外，二十三日住进三里城，到次

年 （戊寅年）即１６３８年二月十三日离开三里，十四日离开乔贤，十五日

从红水河登舟而去。他在上林考察整整５４天，这其中，他在思陇 （现划

归宾阳县）考察１天时间，在三里城外住１个晚上，在三里城住整整５０

天，在乔贤住１个晚上，在周安 （现划归忻城县）住１个晚上。按现在

上林的县界来计算，他在现行政区划的上林县考察了５２天。 《徐霞客游

记》一共有６０万字，但他留给上林的游记有近１４　０００字，其中描述思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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