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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的鼓楼 李以恭摄

清代的鼓楼

以上历史照片均系南京大学历史系供稿



雄伟壮观的中山陵 李以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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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虎踞龙盘"说起

一一南京的地理模统

毛择东同志的著名诗篇一一《人员解放军占领南京》写

道z ‘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挥过大江。

克黯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既商慷。

宜将藕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葬老，人闰正道是浩桑。"

诗中的钟由，就是指南京东郊的紫金出，大江就是长江。

必虎踞龙盘"，是引用了古人描述南京地理形势的一句戎语。现

在，就从"虎踞龙盘n说起，谈谈南京的地理模貌。

"虎器龙盘纱这个成语，是"钟山龙盘，石头虎踞纱的概括。

传说三国时代的大政治家诸葛亮，于著名的"赤壁之战>> (公

元208年〉前夕，曾经出使东吴，与孙权共商挺拔曹操的大计。

他途经稼陵县〈今南京市〉时，特地骑马到了石头出(今清凉

山)，班察金陵的出 )11形势ao 当他看到以钟由为苦的群山，象龙

一鼓地蜿挺蟠伏于东南 z商以石头出为终点的西部语出，又象

猛虎似地雄踞在大汪之滨。因此，也就赞叹地作出了"钟山龙

盘，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能评语，并向弹权建议迁都稼

陵。不久， :ktJ备在来当时东吴的政治中心一一京口〈今镇江)途

中，也曾宿袜陵，得到自样的印象，力动择权徒都。同时东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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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谋士张结也说"森段是楚国所量的金陵邑，石头山一带岗

阜梧连，秦始皇东逃会稽时经过此县，认为有王者之气，宜为

都邑。"孙权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高兴地说zu袜段有小江百余

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这样，孙校就在公

元211年纪政治中心迁来稼陵。第二年，将稼陵改称"建业秽，

意思是要在这里建帝王之大业。不久，就在石头出楚国金陵邑

的基础上，修建了著名曲石头珑，作为吴国最主要的水军根据

地。直到今天，我钉还可以在清凉山的西麓，见到当年东吴石

头城西部壤基的天然石壁。在清凉山附近，还保留着"龙蟠里'

和α虎踞关'等富有历史意义挠地名。至于传说在清凉山山琪

的"诸葛武侯驻马坡飞已经没有什么遗迹可寻了。

关于钟山，历来都认为是南京地区的群由之首，所谓"钟

山龙盘"，即指此山西言。它是江苏南部茅山山脉的余除一一

宁镇山踪的最高峰，而宁镇山M<又是绵亘于南京和镇江之间、

东迄武进县孟词镇的一个议丘岭为主的自然区域。钟山的本

身东西长七公里，南北宽约三公里，周围广达三十多公里。也

有三峰，主峰铺北，称为北高峰，海拔高四百五十米〈一说四

百六十八米〉。早在六朝时期〈公元229-589年) ，劳动人民就

被迫在这个高峰上为统治阶级建造了元座规模宏大的佛寺，

如法云寺和大爱敬寺。在这两座寺庙的旁边，还有相传为六

草草粱代昭明太子萧统的读书台(又名"太子岩勺租讲经处〈在

古"七锦庵勺，在i及一人泉、黑龙潭和弹琴石等名胜，但己多不

可寻。钟出的第二蜂锦于东南，又称小茅山，高三百六十米，

著名的中山段即建于其下。第三蜂锦西南，高二百五十米，又

称天堡出，国太平天国革命军曾建有天堡域而得名，也就是今

日紫金山天文台的所在埠。山下的玩珠峰，又名独龙车，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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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辑古刹开善寺〈今灵谷寺前身〉的i日址，明朝韧年被朱元璋

改建为明孝陵。

钟山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名罄。大致最早叫作金陵山，

战国对代楚自所建的金段邑即由此由而得名，也是南京吉称

"金鼓η的自来。到了秦汉时代，逼称为钟山。东吴时，因为孙

权的祖父名钟，为了避讳，百此山又是东汉末年稼陵县尉蒋子

文的死地， 13吁以改称蒋由。至东晋拐年，锯说人的常常发现

出颈上缭绕着紫金色的云翠，十分壮现，因而称作紫金山，或

简称金白。其实，这正是由上的紫红色页岩，在赔光照耀下反

射出来的自然色彩。又回这出位于东晋和离朝建康罄攘前东

北，所以也称为北山。到了明代，由于明孝陵建于出的南麓，

一度改名为掉那由。有一块明朝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立前

刻有"神烈出纱三个大字的石碑，至今还保存在南京东郊卫岗

稽东的宁杭公路北倒。

持出在专余雄从太平门附近入壤，自东向西形成了富贵出、

覆舟山、鸡笼山、鼓楼岗、五台出租清凉山等一系到i假矮的出

丘。这些小由虽然高度不大，海拔只有几十米，不超过一百

米，但却是南京市区水系的重要分水蜡。这一系列出丘以甫的

水，统属于秦淮河攘攘 z 以北的水，则属于金}II湾流雄。同时，

在这一系列出丘的周围，又分布有许多名胜古迹。

富贵由古名龙尾坡，地跨太平门内外，是历代战争韵要

地。太平天国时在太平门外龙蹲子曾筑有地堡壤，与钟山第三

峰上的天堡接相互呼应，是保卫天京的重要堡垒。由麓边带还

理葬有东晋皇帝的棱墓。

覆舟山又名龙舟出，简称龙山，以由王军有如一只倒置的木

船高得名。南朝韧年，因为这山在建康都壤之北，下i随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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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所在i叉P~玄武山。后来在山南建有小九华寺，俗称为小九

华由。这由是南朝皇家花盟一一"乐游苑"的所在地，至于出

瑛现存的五层方形砖塔，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所建，用

以埋葬唐代高僧玄类的部分遗骨，故名α三藏塔"。

鸡笼出以形似鸡笼丽得名。南朝初年因玄武湖中常有"黑

龙"(可能就是扬子江鲸鱼〉出现，曾一度将此出改称龙山。明

朝时也上建有钦天蓝的观象台，所以也叫钦天山。又因东麓建

有鸡鸣寺，茹称鸡鸣也。自从清朝初年在山顶重建北极阁以后，

南京民间就倍称此出为北极阁，它是域中部的重要帮高点。

鼓楼岗是南京壤中部的自然中心，它与中出口二中华门、

兴中门〈明清时期的仪凤1'1)的直线距离都在五公里左右。因

此，萌找在这里建有鼓楼和钟楼，鼓楼岗也由此商得名。现在，

鼓楼的台基还是明代原物，但楼宇己是清代重建。钟楼也于早

年费毁，据《洪武京城国志》记载，位量应在鼓楼之西，而不在

今日大钟亭的地方。

五台山18有永庆寺和自塔等名搓，现为运动场和万人持

育辖所在。由的对面是小仓山，原有风景镜美的国拣一座，本

是清代著名小说《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族的产业，后来归文

学家袁枚所有，改建为"随园飞

清凉山吉名石头山，在唐代以前因长江逼近出麓，西部的

崖壁被江水冲IØJj成近乎垂直，紫红色的砾岩租砂岩都暴露在

外，故得石头出之名。战国时，楚威王曾建金睦邑于此出。后

来，东吴又建城于出上，名为石头城，此出黯称石城出。山的西

麓有一在石壁凹凸不平，并路向外突出，有如鬼莹的面租，所

以被称为"宠脸城"。这崖ÙJ是南京西部的重要棋高点，所谓a石

头虎踞飞即指此由而言。出吉它南麓还有清凉寺、扫叶楼和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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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等名胜古迹。

从清凉山往北，沿着现在秦浩河的入江孔道，分布有马鞍

山和草草子山等岗阜相连的山龄。马鞍出在今定淮门水左窝眩

西一带.PÅ影拟马鞍商得名。这山早年是佛寺集中地之一，有

吉林寺和金陵寺等庙宇七十余所，曾得"小军庐"(I!P .lj、庐山}

之称。狮子山那雄踞下关江边，古名卢龙山 .PÅ彭假今河北省

长城线上的卢龙塞商得名。拥子由是明太祖朱元璋夜的名称，

他曾经想在此出兴建一座阔江楼，并叫文学家宋穰写过一第

《部江楼记>)，后来没有建成。梆子山下有著名曲静海寺和天妃

宫，是晓成祖为纪念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平安归来市建立

的，遗址在今握江门外绣球公自曲北菌。

南京的郊区也分布着一系列出丘。跺钟山以外，其中比

较著名的有南郊的雨花台和牛首山，东郊的汤山和方山，北郊

的幕府由和燕子鼠，以及东北郊的栖霞出等。

雨花台露是古长江及其支流古秦淮湾的堆积物，影成的

年代可以上翻窍二、三百万年以前。山上盛产"雨花石飞它是

经过流水搬迁作用商磨国曲各种毒草石，包捂石英岩石和玛瑶

石等，尤其是在雨后更为玲珑透窝，犹如石中生花一般，这是

被称为雨花石的由来。传说在公元六世纪裙的梁朝时候，这

出的富座寺里有一位很有学j阔的云无法坷在出颈上讲经，由

于他讲得非常精辟生动，竟揉感动了上天，降下宝花如哥哥。唐

朝人采用了这一传说，把石子岗改称为雨花台，所产的花石

子也就叫作雨花石。

古代石子爵的革围很广，包括东岗、中岗和西岗三个部分。

东岗又名梅岗，因为东晋的名臣梅腰曾经在那里住过。中岗

又名风台窍，是明代外郭凤台口的新在，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在

s 



这里屠杀了大批革命人民，解放后所立的必死难烈士纪念碑'

郎建于此岗。西岗拉子明代外郭的安德门前近，作为建筑材料

之用前雨花石，多在此开采。这也由于盛产雨花石，在明代以

前即名玛璀岗，明代俗称聚宝由，当时的聚宝门〈今中华门)，

即由此出商得名。早在大朝时代，石子岗一带就已寺院林立，

大小庙宇有好几十座。雨花台又是城甫的重要越高点，它的

得失，对于保卫南京城关系很大，如历史上的宋金之战和太平

天国天京保卫战等均在此进行。东岗的永宁寺旁还有一股清

泉，本昧甘美，适于饮用，称为"永宁泉"或"雨花泉气南宋的著

名诗λ黯潜曾评之为"江南第二泉"，现为雨花台茶社所在地。

牛首出古名牛头山，在中华门外十三公里左右，以有双峰

突起但牛首状顶得名。东晋韧年，国这也正对着建康都攘的

正离门一一宣阻门，被塞相王导指寇为"天剖" (天然石阙能

意思，"躁"就是后来的华表)，由也被称作"天阙由"。后来建

有佛寺多座，是唐代佛教的一个重要流派一一"牛头宗"的发

摞撞，在佛书中称之为"江表牛头"。南宋相年，名将岳飞曾经

大敷金兀术于此出的东麓。山上的名胜古迹原来较多，除六

朝吉章j弘觉寺外，有蔚代大历九年〈公元774年〉始建、明代

重修的七层J\.面砖塔，公元1956年曾在塔基的地宫内发现了

明罄太监班舍的望金瞩嘛塔、佛像、玉攘和青花瓷罐等精致的

文物。还有一座建于北宋皇桔二年〈公元1050年〉的五层四面

的方影砖塔。寺塔的周围，分布有白云梯、自龟艳、虎跑泉、

舍身岩、文殊满、辟支渭〈洞前有石佛〉、地濡泉以及梁代晤

萌太子铁马抱〈在牛首双峰之间〉等名胜，但多己荒废。由于

此出在古代盛产松、竹、茶〈名为必天阙茶")、兰，尤其是在

暮春的季节，桃李盛开，满自春兰和社鹊花，如议松竹掩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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