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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南京是我国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又是国务院首批公布

的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将近 2500 年的建城史， 1700

年的建都史，号称"六朝古都"、"十朝故都"。南京的地方文

献是中华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我国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风民俗的重要资料。在南京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指导下，配合经济发

展与城市建设，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有利于传承、弘

扬南京历史文化，提升南京品位，扩大南京知名度，也有利于

当前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

长期以来，南京地方文献还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过，大

量的南京珍贵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民间。许多

珍贵的南京文献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有的随着岁月的流

逝而涅没无闻。广大读者想要查找阅读这些散见的地方文

献，费时费力，十分不便。为开发和利用好这一祖先留给我

们的文化瑰宝，充分发挥其资治、存史、教化、育人功能，南京

出版社和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联合相关部门和单位

组成丛书编委会，组织了一批相关专家和人员，致力于搜集

整理出版南京历史上稀有的、珍贵的经典文献，并把《南京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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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文献丛干IJ>>精心打造成古都南京的文化品牌和特色名片。

为此，我们在内容定位上是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示南京文化

的深层内涵和丰富魅力;在读者定位上是广大知识分子、各

级党政干部以及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在价值定位

上，丛书兼顾学术研究、知识普及这两者的价值。这套丛书

的版本力求是国内最早最好的版本，点校者力求是南京地方

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在装帧设计印刷上也力求高质量。总

之，我们力图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扩大稀见文献的流传范

围，让更多的读者能够阅读到这些文献;增加稀见文献的存

世数量，保存稀见文献;提升稀见文献的地位，凸显稀见文献

所具有的正史史料所没有的价值。

2006 年，我们已经出版了以下 7 本01 种) : 

1. (明)礼部(明)陈沂: ((洪武京城图志·金陵古今

图考》

2. (清)余怀(清)珠泉居士(民国)金嗣芬:((板桥杂记·

续板桥杂记·板桥杂记补》

3. (清末民初〉潘宗鼎(民国〉夏仁虎:((金陵岁时记·岁

华忆语》

4. (民国)夏仁虎:((秦淮志》

5. (民国)王焕镇:((明孝陵志》

6. (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首都计划》

7. (民国)蒋公毅:((陷京三月记》

2007 年，我们推出以下 4 本 (7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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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张敦颐(宋)李焘:<<六朝事迹编类·六朝通鉴博议》

《六朝事迹编类>>，作者张敦颐，南宋委源人，生卒年不

详，绍兴八年进士，后知舒、衡等州。本书专记南京地区东

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事迹，兼及南京附近的句容、深

水、深阳等地。作者在南京生活多年，取《吴志》、《晋书》及宋

齐梁陈诸史，与当时及后世典籍、碑刻相校订，广征博采，排

比综考，所引六朝至宋典籍达 80 余种，其中许多典籍今早亡

快，故本书具有很高的辑快价值，虽重点在六朝，实上述吴越

楚汉，下逮北宋，记史迹碑刻，叙人文故事，亦有较高的阅读

价值。

《六朝通鉴博议》作者李焘，南宋人，史学家，本书分取六

朝史事，详而论之，作者有感于当时宋金对峙的形势，叙述以

南京为首都的六朝攻守胜负之史实，加以评论。内容侧重于

六朝政治军事斗争及其经验教训，为南宋朝廷提供历史借

鉴。这是史志实用价值重要体现，对今人认识南京历史地位

与军政龟鉴都具有历史意义。

2. (明)周晖:<<金陵琐事·续金陵琐事·二续金陵琐事》

作者周晖(1546----1627竹，明代后期人，是一位热爱家乡

金陵的文化人，著有手写笔记体《尚白斋客谈》一书，号为"国

史未暇收、郡乘不能备"者，唯其庞杂，从中选取有关金陵的

文字，自万历三十八年渐次刻印《金陵琐事》、《续金陵琐事》、

《二续金陵琐事>>，三书现集为一册。该书上至庙堂、典章，下

及乡野、物品，重点记述南京之人之事之物，遗闻侠事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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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不可多得的南京地方史料，也是今天人们读来颇有兴味

的社会历史笔记。

3. (清)甘熙:<<白下琐言》

作者甘熙 (1797~1852 年) ，清代中晚期人，南京著名文

人和方志学者。《白下琐言》为作者记载家乡史事杂识的笔

记类著作，该书记述了自六朝至清季的南京风物旧事，内容

从山水城宅到逸事趣闻、风物人情，无所不包，为研究南京历

史地理及人文社会学科二重意义的资料书，其历史价值不可

低估，且文笔生动，今天的读者也可以把它作为一本地方历

史和人事杂记来涉猎浏览。

4. (民国)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

作者张惠衣(l898~1960 年) ，曾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

浙江大学，担任过浙江博物馆馆长，主要从事教育和考古方

面的研究。大报恩寺塔为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橡纪念其

生母所建，曾被誉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清咸丰年间

毁于太平军战火。本书虽名记寺塔，实从孙吴至清季该地寺

院历代变迁均有记述，还涉及历朝相关之逸史与古迹、碑额

题联等等。总而言之，载历史之现象，可观可读，亦可为今日

复建该塔之参考。

今后，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相关的稀见文献，以满足广大

读者的需要。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编委会

200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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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90 年春，秦淮区史志办公室副主任仇良矩先生，携余

拜访南京师范学院教授唐圭璋先生。言谈之间，唐先生提及

其昔目同学张惠衣著有《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一书。老人欲

赠此书，挪动高大而瘦削的身躯，遍寻于藏书而未获乃已。

回来后，时逢秦淮区图书馆整理馆藏古籍，书业前辈王松山

老人于残编旧札中，发现民国二十六年 0937 年〉出版的张

惠衣著《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余及时告之史志办公室朱平、

仇良矩两主任，并拟附刊于《秦淮夜谈》刊物中。朱、仇两主

任以为，近年呼吁重建大报恩寺塔之声频起，国内外学者纷

纷前来遗址踏勘;有关机构进行窑址钻探，寻找建塔初所贮

藏琉璃复件，而此书汇集的资料翔实有据，足以为恢复这座

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一金陵大报恩寺塔提供参考资

料。遂同意由余整理，附刊于《秦淮夜谈》第五辑，并印行部

分单行本。余在该辑《后记》中写道"因版面限制，不得已删

节原书‘集文'、‘集诗'、‘采掠书目'三幸和‘寺僧'一幸中名

僧传记，以及‘补遗'一章中腾产、公费、集文三节，以期来日。

并将原竖排改为横排，繁体字尽可能改用简体字，并加标点

符号，以方便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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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春，南京出版社卢海呜博士，邀余整理全书，列

入《南京稀见文献丛刊))，余欣然接受任务。日前，南京市政

府、秦淮区政府组织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建设和琉璃塔复建，

重刊此书，将有助于各方人士使用;公园和塔建成后，亦有助

于游人了解历史。余遂与秦淮区地志办公室同志们商议，安

排出时间，将前次重刊所删 5. 2 万余字补全，以付出版社使

用。此间，金戈副主任担当办公室行政事务，又请汪可夫先

生校阅 1990 年刊行本，马剑宾先生校阅新点校部分，三人皆

帮助巨大，志此以致谢!同时感谢邓振明先生斧正。

《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作者张惠衣。

张惠衣0898"-' 1960 年) ，名任政，号苇伊。浙江海宁峡

石人。褪袱即丧父，由母亲靠针线活抚养。自幼刻苦学习，

曾读书于开智学堂。 1916 年在莫干山补习中学任教，俭省

积钱进入北京大学学习。 1922 年开始任职浙江国学专修

馆。 1927 年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 1930 年进入北京大学研

究所国学门深造。 1932 年应章太炎之请，在苏州振华女中

任教。 1936 年担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光华

大学、大夏大学教授。 1939 年在无锡国学专修馆任教授。

1941 年迁居杭州，后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博物馆馆长。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

主要从事教育和考古，并研究古乐府、音韵。所撰《金陵大报

恩寺塔志))，对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作

专门记载。其他作品有《历代平民诗集》、《纳兰成德年谱》、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灵碟阁诗》。

该书出版发行于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张惠衣的

同学，北平研究院吴世昌所作《序言》署款为民国二十六年三

月十七日 0937 年 4 月 27 日) .故此书之撰写应当更早一些，

即至晚应为 1936 年。全书连同采掠书目，计分 10 个部分，

虽只有 10 万字左右，而一寺千年兴替，了然于一册。其突出

之处，首在网罗面广。收集资料涉及古今中外。其次为诗文

部分，以清代历史、方志学者章学诚理论，用编文征之法收录

诗 116 首，文 20 篇，读者藉此可概览大报恩寺和琉璃塔全

貌。再其次是补遗部分，记载建筑规模，详至分寸 z 录其庙产

公费，细到钱厘。于此可见作者闻见之博，搜罗之辛勤。然

而，此书撰写于民国时期，正是中国方志由旧志向近现代新

志转变时期，故其编辑方法一味地采用清代"篡辑派"手法摘

录、汇编法，既不同于旧志编著方法，又不同于当代新志编写

方法，致使一些资料造成建初寺是金陵大报恩寺源头之误，

似为缺憾。当然，这无碍于该志和张先生对历史、方志的巨

大贡献。

2007 年，是《金陵大报恩寺塔志》一书出版整 70 周年，同

时，也是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建设和琉璃塔复建开工之时，点

校该书别有纪念意义。

70 年间，值得记载之事颇多，然而最值记载的是为恢复

寺塔而做的事和人。首先， 1928 年(民国 17 年) ，中央大学建

筑系刘敦祯调查琉璃窑址，为复建作准备。以后， 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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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24 年) .学者、中央大学教授朱俱拍摄大报恩寺遗址和

琉璃塔部分构件遗存物，提出重建设想。 1982 年，南京市市

长张跃华提出重建构想。 2001 年 7 月 20 日，中共秦淮区委、

区政府召开金陵大报恩寺塔遗址公园工程研讨会，会议由杨

福明、时呈忠主持。 2002 年 8 月 8 日，南京市市长张跃华主

持召开市长办公会，专题研究金陵大报恩寺塔项目，同意在

原地进行重建。 2003 年 11 月 18 日，南京金陵大报恩寺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成立。 2006 年 11 月，南京国有资产集团牵头，

成立南京大明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担负金陵大报恩寺塔重建

项目和经营。参股的有秦淮区政府所属南京风光建设开发

公司、红花一一机场指挥部、晨光集团。 2007 年 6 月，金陵大

报恩寺遗址公园及琉璃塔拆迁工程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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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甫京报恩寺塔，为近世东南最壮丽之建筑。余幼时习闻

民间歌谣，有金陵宝塔之曲，低徊重叠，九复其词，叙其庄严宝

相，风锋檐灯，穷极富丽仙逸之致。儿时茫昧，初不知其所歌

何事，长习书志，始悟殆即报恩寺塔也。其时去洪杨毁寺之

年，盖巳六十余载，南京寓吾乡亦且千里，而其流风余韵，犹能

摇人神魄如此，则当时之五彩琉璃，卓立云表，障风映日于大

江钟山之间者可知己!因念吾国建筑，率以土木为之，非如西

人之垒以坚右，长能相保;一但焚灭，坏壁难寻。历代帝都之

宫阙园林，自咸阳阿房以下，代有兴建，史册所著，莫不役夫似

蜂蚁，掷帮如粪土，而自佛教东来，帝王之惮于民怨士谏者，更

得宗教神佛之藉口，肆所欲为;于是金石造象，瘁极工巧，率堵

伽篮，遍置华夏，而六朝绪靡，事佛尤谨，杜牧之言"南朝四百

八十寺"，度非虚语。此其辉煌朱碧，虽皆涂以黔首膏血，然为

建筑艺术之所寄，东方文物之重镇，要亦未可厚诬也。第惜每

当易代之际，无知暴民愤独夫之淫威，怨逊国之苛虐，竿代所

指，辄予摧毁。即就帝都宫阙而言，舍北平外，若咸阳、长安、

洛阳、大同、沛梁、临安之风阙玉腔，崇宇杰阁，今悉无存。我

陵故东南锁钥，尤为兵家所必争，昔之四百八十寺者，固已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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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以俱尽，而红羊一劫，受创尤巨，前明故宫，既被犁为忏

陌，报恩宝刹，丰难藻其灵光，遂使此屹立江表五百余年之伟

大建筑，不可复见于神州。吾友张惠衣(任政)先生是者任教

中大，放迹于大小长干之间者亦既有年，访废寺之遗址，披逊

朝之文献，博采傍搜，成《金陵大报恩寺塔志 》十卷。余既为之

校读一过，行付手民，惠衣不弃萌陋，移书嘱序。因思是编虽

记只寺之兴替，实系历朝之逸史。即以明成祖生母一事言之，

比来学者屡有聚讼，而以傅斯年氏之说为最允。氏据《奉先殿

纪事诗 ))(( 陶庵梦忆 ))(( 国榷 ))((枣林杂租 ))<<广阳杂记 》各书所记，

或本《大常寺志))，或采民间传说，参互钩证，断为磺妃。而是志

所辑陈作霖《养和轩随笔 )) ，王春《辄庐杂缀》各则，为傅氏所未

见者，俱言破(<< 杂缀》作"翁"当系音转)妃系出高丽，以生成祖

而备"铁裙"之刑;是以靖难建国，起寺报恩;并足备传说之旁

证，资史乘之博呆。至如建筑规模，详及分寸，劫余遗物，丽以

图象，尤征惠衣闻见之赌博，搜罗之辛勤。廿六年春，余以行

役道出南京，越中华门，过雨华台小学，则见"大报恩寺"石额，

横亘校门墙下:时值流潦，溅泥盈石;经金陵兵工厂，见所谓风

磨铜者，犹覆厂前广场中，积锈既久，铿文莫辨，行路之人，熟

视殆无睹也。窃以舍利之光既灭，纷发之形难图，独此剩石残

金，转以其莲落无用，犹得厕乎市崖之隙，以供客子之凭吊，亦

可哀已。惠衣之述斯卷，殆有街之入洛之感乎?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同邑吴世昌序于国立北

平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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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长干梵刹，建始赤乌，代有兴替，名亦屡易。考其本

源，当湖孙吴。而撰志本意，则在有明，因殊详略 。

一、寺遭毁粤匪，荡焉无存。今中华门外，市肆环杂，茄

檀旧迹，殆莫能认。本书所列古迹梵宇，悉考从群籍，难取实

证。向所未载，兹亦从阙。

一、碑记诗文，足资考证，梓史野乘，有禅故实，因各为

卷 I快，便于索览 o 作者排比，均依时代为次。

一、报恩名僧，如憨山雪浪，敷畅教义;松影雪梅，独擅

辞章。其他修持学养，尚不乏人 。 本书或附传记，或仅题名，

未能肢备，盖以书志阙载，涯没者多，无由博采矣。

一、寺创始孙吴，迄于清季，其间千数百年，营建檀施神

异之事至秽，因取编年体裁，别为大事记一卷。

一、营建救文及赌产租额条例、公费条例各则，均不及

编入，别为补遗附后。

一、劫余遗物，特存鳞爪，列诸卷首，旁加说明。倘亦为

追研一代作风者，循叶求株，或有足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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