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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钟山志》即将付梓，谨代表南京市人民政府表示热烈祝贺!

巍巍钟山，气象雄伟，雄峙于南京市区东部，自古即有“金陵王者

之气”，“虎踞龙盘之势”，为南京地区群山之首。钟山是南京历史文化的

宝库。也是金陵文脉的重要栽体，在南京城市近2 500年的历史进程中，

凡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变化发展，几乎都和钟山有着不可

割裂的联系。悠悠紫金，不仅见证了南京历史的风雨沧桑，也孕育传承

着延绵千载的金陵文脉?

钟山风景名胜区是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品牌。这里自然景观丰

富，山、水、城、林浑然一体；人文资源荟萃，文物古迹众多。中山陵、

明孝陵、灵谷寺三大景区分布着各类名胜古迹200多处，其中世界文化

遗产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6处。还

有驰名中外的紫金山天文台、南京中山植物园、南京体育学院等单位，亦

在斯山之内。名胜古迹与自然景观魅力交相辉映，每年吸引着500多万

中外游客慕名而至，成为驰名中外的风景旅游胜地，成为“博爱之都”

——南京的象征。

保护好、彰显好、发扬好钟山风景区的历史文化特色，南京历届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委、市政府抢抓“十

运会”重大机遇，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魄力，实施了中山陵园风景区环

境综合整治工程，全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风景旅游名城，塑造新的城

市名片，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人居环境质量?我们通过加大拆除

违建力度，狠抓环境整治和实施文物保护性复建，使中山陵园风景区的

形象得到全面提升；通过大面积的拆建还绿、退耕还林，使钟山“城市

绿肺”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山、水、城、林融为一体的城市特色更加彰

显；通过一大批主题公园与文博场馆的建成和免费开放，“还绿于民”、

“还景于民”，更好地造福全市人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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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为自古优良之传统，也是乡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

一项重要内容。在史志界众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值南京解放60

周年及孙中山先生奉安80周年之际，纂修出钟山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

志。希望通过《钟山志》的出版，能使钟山文化内涵更丰富、凝聚力

更强、影响力更大。同时，希望通过对钟山文化的梳理与研究，进一

步发掘南京城市文化的内涵，打造南京有特色的文化品牌，促进南京

文化的繁荣、提升文化南京的品位形象，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是为序。

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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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我于2005年到中山陵园管理局工作，有幸可以近距离感受钟山深厚的人文底蕴，深入

地了解钟山蕴藉的文化内涵?在中山陵园风景区新一轮发展的机遇和背景下，围绕建设“国

内领先、国际一流”，“文化制胜，建设文化景区”的战略构想，我同有关学者专家进行探

讨、交流，不约而同产生了要为钟山修一部《钟山志》的想法。钟山，她是南京的城市之

根和发展之源，她是一座见证了南京沧海桑田变化、记录了频繁时代变迁、刻下了清晰历

史印记的江南名山。钟山的内涵早已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地质的和地理的概念，而已成为一

个包含着多个文化层面、多种文化形式的文化概念。钟山变迁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南京城市的发展历史，在我国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上都极具代表意义。通过认真挖掘、整

理钟山的资料，为钟山修志，可以进一步彰显钟山深刻的历史内涵和厚重的人文底蕴，可

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钟山，从而使钟山的历史文化价值进一步弘扬光大，推动“文化

钟山”和世界级风景旅游区的建设。

钟山，形成于距今1．6亿至1．8亿年前的侏罗纪中期，年代极其久远，而流经南京的长

江、秦淮河、金J11河形成于约1 000万年前。所以，先有了钟山，再有了南京的江河湖泊，

进而才有了南京先人文明的曙光。钟山是南京的母亲山。

钟山古名金陵山，楚国的金陵邑、南京的古称“金陵”皆因其而得名。汉代称作钟山，

三国-t,J、吴时改称蒋山，东晋和南朝时称作紫金山、北山，明嘉靖时改称神烈山。钟山气象

雄伟，地势优越，剧烈的地壳运动造成了它南平北险的态势。南坡平缓，多泉水、树木，

北坡因长年风化剥蚀，露出质地坚硬的砾石，显得雄峻峭拔。如果从东或西两个方向远远

望去，北坡的这条峭壁沿着山脊逶迤而行，仿佛一条盘曲飞动的巨龙。诸葛亮曾称：“钟山

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赞叹钟山的壮丽与险要。孙权应诸葛亮等人的劝说，

徙治秣陵，修建石头城，改秣陵为建业。后来正式迁都建业，首开南京成为都城的先河。

从此后。南京先后成为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的都城，素称六朝古都。以后南

唐、明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也均立都于此，又称十朝都会。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

中盛赞南京“作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

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南

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高山”就是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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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在长达2 000余年的建城史中，给钟山留下了悠久的历史文脉和丰富的文物资源，

尤以六朝、明初、民国这三个历史黄金时期为最。在钟山方圆31平方公里内，分布各类文

物古迹200多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1处，国家级文保单位16处，省市级文保单位26处。

钟山的六朝遗存是南京乃至全国为数不多的相对集中的区域，其历史地位、研究价值

极其重要。孙权因钟山之缘迁都南京，又以钟山的梅花山为其长眠之地，成为葬于钟山的

金陵古都第一帝。后来，东晋五帝、南朝刘宋二帝七陵均葬在钟山。钟山主峰之巅有昭明

太子岩，主峰之南山腰上有“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六朝建筑遗存。六朝时期，

南京是与北魏洛阳齐名的我国两大佛教中心之一。“南朝四百八十寺”，钟山就有70所之

多，可谓佛教名山。目前还存有“天下第一禅林”灵谷寺、上下定林寺遗址。灵谷寺初名

开善寺，是为纪念南朝著名僧人宝志和尚而建，初在明孝陵境内，后在明初迁至今灵谷景

区现址。寺内历代高僧云集，现珍藏唐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唐代贝叶经等国宝级文物，堪

称世界之最，举世闻名。寺周围存有无梁殿、志公塔、八功德水等佛教圣地。

南京是明代的开国都城，钟山的独龙阜坐落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马皇后合葬的明

孝陵。孝陵的东侧是太子朱标的东陵，钟山之阴则分布着明初开国功臣徐达、李文忠、常

遇春、吴良、吴祯等人的墓葬。明孝陵布局气势恢宏，现存建筑依然雄伟壮观，石刻技艺

高超。作为古都南京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和天造地设的山

川形胜浑然一体，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环境理念，成为明清皇家

陵寝的典范之作。

南京又是民国故都，钟山风物更以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及其附属建筑而著名。中山陵位

于钟山南坡，前临平畴万里，后倚苍岩万丈，由我国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设计，融中西建筑

精华为一体，简朴庄严，别创新格。中山陵两侧，长眠着廖仲恺、何香凝、范鸿仙、韩恢、

邓演达、谭延阁等一批民主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钟山北麓还有庄严肃穆的航空烈士公墓

和南京抗日航空纪念馆，碑石屹立，望柱高耸，青山不老，永护英灵。除此之外，天文台、

植物园、中央体育场、音乐台、流徽榭、行健亭、仰止亭、永丰社等风格各异的建筑以及

小红山主席官邸、孙科公馆、桂林石屋等中西合璧的民国别墅，星罗棋布地分布在钟山之

间，一改千年帝王陵园的风格，成为一处集东西方文化，囊括帝王陵园、英雄豪杰墓葬与

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旅游观光和休闲居住于一体的名胜。

钟山人杰地灵。从诸葛亮说“钟山龙盘”始。到孙中山对钟山的终生情缘，到毛泽东

论“钟山风雨起苍黄”，在历史的嬗递演进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英雄豪杰，在这里建功立

业，写下不朽篇章。东汉蒋子文追逐盗贼，战死于钟山。为纪念蒋子文，钟山改为蒋山。

民间到蒋王庙祭祀、开展各种祭祀祈福活动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孙权雄才大略，定南

京为东吴首都，南京成为十朝都会第一都城。从那时起，北方人民开始避难南移，并带来

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能，促进了整个六朝时期东南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孙权在南京

定都的第二年，就派出使团到达我国台湾并和海外通商，开始了和南洋的经济文化交流。

王导辅佐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开创东晋100余年，使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全国经济中心

进一步南移，一度出现“财阜国丰”的锦绣繁荣景象。刘裕“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灭南燕、后秦，克洛阳、长安，废晋立宋，使南朝宋的疆域拥有西至关中，南至黄河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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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土地，成为南朝中疆土最为广阔的国家。朱元璋1352年起义，“荡涤群雄，戡定祸乱”，

1368年称帝，建都南京，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同年克元大都(今北京)，后又统一中国，

其丰功伟绩“治隆唐宋”。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南京为天京，与清政府展开10

年之久的对峙。太平军两破清军设于钟山周围的江南大营，并曾在钟山天堡城、地堡城等

处与清军展开保卫天京的惨烈战斗。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

了统治中国2()oo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共和，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他

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精力。他在《建国方略55等著作

中亲手设计了未来中国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交通的蓝图，表现了他一片赤诚的

爱国之心，显示了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卓越见解和宏伟气魄。孙中山先生生前曾盛赞南京和

钟山，并对人说：“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杯土，以安置躯壳尔。”他去世前又嘱

咐：“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

也。”中山先生能长眠于钟山，实属钟山之大幸。伟大的人格为钟山赋予了不朽的灵魂，从

此，中山陵成为全世界所有华人心中永久的圣地。

钟山之于南京，汉、六朝以来，包括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其文化渊源，相互发

展，不但内容丰富，而且从未中断过。钟山是审音文士与善声沙门合作发明“四声”的地

方，推动了中国古体诗向格律诗的演变。钟山是山水诗、山水画、山水文学艺术的诞生处。

无数文化名人，在钟山踯躅流连，或有过杰出建树，或留下千古传颂的名篇佳作。刘勰在

这里完成了千古奇书《文心雕龙》，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一代佛教律学

大师僧秸在这里完成了我国迄今所见第一部佛学目录著作《出三藏记集》。昭明太子萧统

“一生聚书近三万卷”，常在钟山主峰太子岩读书著述，他编纂的《文选》3()卷流传至今，

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集。南朝的沈约、孔稚硅，唐朝的李白、白居易、李商隐，宋朝的

王安石、苏轼、杨万里、陆游。元朝的萨都剌，明朝的刘基、宋濂，清代的顾炎武等无数

大家名流，都以钟山为题，写下许多千古传颂的文章诗篇。

钟山．她拥有优良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其特点是山光与水色齐收，山水城林融为

一体，相得益彰。今天的钟山，水，除玄武湖外，钟山腹地形成了紫霞湖、燕雀湖、白马

湖、琵琶湖、上下黄马水库、五棵松水库、流觞曲水等多处湖系，面积达64公顷。城，是

指钟山西侧明城墙．蜿蜒曲折，走势最美，雄浑壮观，保存也最为完整。林，钟山森林面

积3万6千亩，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绿阴如海。梅花山、万株桂园、中山陵雪松更是

南京人的骄傲，十里林阴大道名扬海内外，被称为“国际第一大道”。为加快推进南京“人

文绿都”、“宜居城市”进程，使钟山成为南京最佳的生态休闲目的地，2()04年，在中共南

京市委和南京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山陵园管理局遵循“保护为主、永续利用”的理念，

以建设“东部城市绿色中心”为目标，对钟山风景区的环境开始实施全面综合整治，搬迁

了景区内13个自然村、9个居民片区5 000多家住户和100多家工企单位。实施拆建还林、

退耕还林和荒地补绿．新增绿地7 o()()余亩，新植树木5()余万株，使南京市民人均绿地增

加0．6一()．8平方米．景区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70％上升到8()％以上。完善了景区内道路、

排水等基础配套设施。整治水环境?新建成了梅花谷公园、中山门入口公园、琵琶湖公园、

前湖公园、下马坊遗址公园、博爱园、钟山体育运动公园和营盘山公园等一批生态休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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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通过四年的综合整治努力，加强了对钟山森林资源的保护，加快了钟山原生态环境的

建设，增强了钟山对城市原生态的调节功能，同时也促进了钟山风景区经济、环境、资源

相互协调发展。钟山风景区先后荣获了国家建设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评定的“IS014000国家

示范区”、国家林业局授予的“南京紫金山国家森林公园”称号和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的

“最佳人居环境范例奖”。历经数千年文化精神的洗礼，今天的钟山，又焕发出新时代的活

力。钟山风景名胜区无愧于“城中之山、城中之林、城中之园”的美誉。钟山，无愧于中

国“城中人文第一山”。

中山陵园管理局作为钟山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机构，这些年来，一直将钟山历史文化的

发掘与保护作为重要工作，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此次《钟山志》的编纂出版，是管理局

在连续出版发行了《钟山文化之旅》、《首论钟山文化》、《钟山旅游指南》以及《南京明文

化经典之旅》等一系列反映钟山六大文化(即六朝文化、明代文化、民国文化、佛教文化、

山水城林文化、生态休闲文化)特征的专著和论文之后的又一重要成果，也是实践“文化

制胜，建设文化景区”的具体体现。希望通过《钟山志》的出版，能够进一步促进钟山历

史和文化的研究．扩大钟山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使博大精深的钟山文化，得到不断传承

和发扬。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奉安中山陵80周年，在此重要时刻，《钟山志》的出版是对一代伟

人最好的纪念。值此成书之际，欣然提笔，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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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外缘景Ⅸ规划‘彳建没

一、中山门入口公园

二、明陵路入口公园

三、四方城旅游基地

四、东入口公园

五、前湖公园(植物园南园)

六、琵琶湖公园

七、梅花谷公园

八、下马坊遗址公园

九、博爱园

十、邵家山森林公园

十一、钟山体育运动公园

十二、王家湾公园

十三、营盘山公园

第六节文物保护与复建

第七节基础没施建设与完善

一、标志标牌设置与规范

二、厕所改造与建设

三、游客中心建成开放

四、电线电缆改造

五、数字建设

第八节文博场馆建没

一、孙中山纪念馆

二、明孝陵博物馆

三、南京抗日航空纪念馆

第十二章驻区单位

第一节紫金⋯天文台

第_二节南京中山植物同

一、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二、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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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物园功能分区和专类园

第三节I；j{『线文’．r=团

第心肖南京体育学院

第五节南京电影机械厂

第八竹玄武湖公旧

一、历史沿革

二、内设机构

三、景区管理

四、景观建设

五、旅游服务

六、重大园事活动

七、规划建设

第七话I笥京情宙{闻(花卉公园)

第八节九华⋯公园

第九节南京I耵城墙侨理处与叨城垣

史博物馆

一、明城墙的保护与维修

二、南京市城墙管理处与明城垣史

博物馆

大事记

重要文件辑录

关于保护中山陵园、雨花台烈士陵

园的布告

关于中山陵园管理处和南京市雨花台烈

士陵园管理处列为市属单位的通知

关于南京钟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

批复

关于南京钟山风景名胜区中山陵园风

景区详细规划的批复

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管理条例

中山陵园管理局关于修改《南京市中

山陵园风景区特许经营管理暂行办法》

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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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特许经营管理

办法 575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中山陵园风景区

环境综合整治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578

中山陵园风景区游览须知 579

中山陵园管理局特许经营监督管理规定580

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紫金山登山管

理的通告 582

风景名胜区条例 583

关于同意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增挂“钟

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牌子的批复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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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钟⋯地ⅨE要动物铝录

二、钟山地IX主要植物名录

三、钟IlI佛寺历代高僧一览表

四、q'Lll陵园风景l夏主要碑刻一览表

五，中lII陵闻风景区文物保护嗨位

一览表

六、中I血陵园风景区文物古迹名录

编纂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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