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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J宇

：我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文物志书，经过编

志人员多年来的辛勤耕耘和社会各方面的支

持，终于成帙问世了，这是我区文化史上值得

庆贺的一件盛事。

雨花台区地处南京市城郊结合部，域内名

胜古迹众多，名人才子辈出，更因享誉中外的

雨花台而盛名天下。在这二百多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我们的先辈们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出垂

青史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谱写了一曲曲

动天地、泣鬼神的英雄篇章，弘扬了中华民族

不屈不挠、励精图治的精神。不少史志学家、

文人墨客都不惜笔墨，留下了赞美这块土地上

的人文景观的文章。感谢全体编志人员，不辞

劳苦，在浩瀚的史料中广征博采，集萃扬菁，

成就了《雨花台区文物志》。在存史、教育的

基础上，全书更突出了“资政"，系统全面地

记载了雨花台区的历史、人文等方面的资源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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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色，贯通古今，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我们

了解这个区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更重要的

是，它将激励不甘无为、忘争上游的雨花人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展鸿鹄之志，去创造更

加灿烂辉煌的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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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序 二

欣逢盛世，举国修志。《南京市雨花台区

文物志》几经寒暑，数易其稿，终于出版问世。

这是雨花台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件大事，

也是我市志书修纂特别是文物志修纂方面的

一件大事。

雨花台区地处古都南京的南郊。山川壮

美，历史悠远，文化遗存丰富，文物古迹荟萃，

特别是近现代革命史迹，在对广大群众和青少

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具

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为彰往昭来，充分发挥历

史文物、革命史迹的宣传教育作用，雨花台区

的同志们几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编写出

版了《南郊风景名胜》、《郑和》、《异域忠魂》、

《金陵名胜诗词》、《魂系中华》、《淳泥国王墓

探源》等一套文史丛书，硕果累累，为《雨花

-台区文物志》的修纂，积累了丰富的材料，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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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雨花台区文物志》的编纂出版，是雨花

台区党政领导和各方面专家学者、热心人士大

力支持的结果，也是雨花台区文史工作者辛勤

劳动的结晶。他们在编志过程中，力求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广征博引，搜集各种

史志和文献资料，收录务求完备；跋山涉水，

多次实地调查考证，内容务求翔实，在结构编

排上，共分六篇十三章五十二节，基本做到了

门类齐全，排列有序，通贯古今，突出重点。

为研究、保护雨花台区的历史文物、名胜古迹

和开发旅游资源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是

文物、历史、城建、规划、园林、宗教、旅游

等部门的工作者、学者专家的必备参考书。

，我有幸和雨花台区文化局、文管会的同志

们共事多年，值此《雨花台区文物志》付梓之

际，仅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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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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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花台区文物志》的问世，填补了我区文

物史上的缺憾，令人欣慰。

雨花台区地处南京南郊，环绕金陵七大城

门，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风景优美，名胜古迹

众多。历史上，素有“出了南门尽是寺，、“金陵

四十八景，南郊占一半’’之说。《雨花台区文物

志》集古建筑文化、古墓文化、英烈文化、园林

文化之大全，以其翔实的史料，再现了金陵古

城南大门的历史风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鉴

赏价值。其中，窨子山古文化遗址的发掘，证实

早在5000万年前，雨花台地区就有人类繁衍

生息。六朝早期青瓷釉下彩盘口壶的发掘，将

我国青瓷彩绘工艺的历史提前了400多年。而

六朝古墓砖刻壁画的发掘出土，在全国也颇具

影响，等等。

几十年来，人民政府极为重视文物的普

查、发掘、保护和研究工作，全区现有文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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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单位64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南郊古迹的开发研究，

引起全国古都研究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现在，

全区名胜区形成墓、陵、塔、泉为一体，古代和

近代相交融的独特风格，成为中外宾客留连忘

返的胜地。

读史明志，《雨花台区文物志》是祖国文化

遗产的一部分，她以历史文化的灿烂令世人骄

傲，更激励我们把握现在，开创未来。改革开放

以来，人杰地灵的雨花大地日新月异，万象更

新，“建设新雨花、繁荣南大门"已成为全区上

下的共识，人民奋发图强，到处兴旺发达。造福

桑梓，振兴华夏，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我们

正在从事着无愧于祖先的大业。

～锦绣文章岂天成，几多心血和墨写。《雨花

台区文物志》的斐然成册，凝聚了我区文物工

作者的数年心血。主编杨新华同志和一批文物

工作者，以崇高的敬业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

态度，白手起家，开展文物发掘、文物保护和文

物管理工作，并编写成《雨花台区文物志》，成

为我区文化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这对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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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郊，促进对外交往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借《雨花台区文物志》出版的机会，我竭诚希望
●

有关方面更多地开展文化交流，推动全区经济
●

●

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1

雨花台区区长 张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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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凡。)’侈IJ

一、本志系统地记述雨花台区以各级文物

保护单位为主体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的历史

和现状，以达到“资治、教育、存史"的目的。。

二、本志取事，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断限时间，上限不限，下限大体断至1993年

12月。
。

三、本志所叙，以全区行政辖区范围为主，

兼叙因历史上行政区划变更以及文化渊源、山

脉、河流所牵连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

四、本志采用以志为主，志、传、记、图、表、

录等并列综合体裁，设建置、文物保护单位、名

胜古迹、文物调查与考古发掘、文物管理与保

护、附录等六篇，结构为篇、章、节、目、子目五
‘j
，Z；o ·

五、本志资料，取材于历代史志、档案材

料、各编志单位整理校阅的史实资料和现状调

查报告等。为力求资料的完整性，有关口碑传

·g·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说亦被收录。

六、本志历史纪年，辛亥革命以前一般先

写朝代年号，再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相

应的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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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洲故居

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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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洲故居烽火墙

太阳宫



南唐二陵iI软陵外景

南唐二陵II顺陵地宫

卑和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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