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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蝶山志〉序

祝瑜 英

圭申冬 ， 余初居衙域， 旋得一闲适好去处，闻其名曰府山 。 此乃城市山林也，

方圆数百亩，街市环抱， 秀峰突兀 ， 杂树横斜，古木参天。仄道曲径边，鸟雀蜂蝶欢

腾扑跃，市井喧嚣不入于耳。其间，民居些许，画室数间;老井古道幽幽，断碑残垣

寂然。其古朴清爽之风朴面而来，苍郁英伟之气直渗心脾。此山何山也，有如此气

象 ! 孔家陵园乎?望族家山乎?余质之于山，山无言:质之于人，路人亦不知所云。

后略得知:此山名坤睐，为千年府衙驻地，古衙风云际会之所。今，山为名城

创制之重心。政民共建，一 日三新，遗迹虽鲜，新制甚隆。至戊子秋得以"府山公

园"名与京城之颐和园并称为"国家重点公园"哉!此山声名大振矣，然有质其所

以名者，皆答而不详。翻寻志乘文刊，或着墨无多，或概述寥寥。余慨然焉，知其名

名，而不知其所以名，甚为可惜。夫若时迁世移，古迹了无，知者益稀，则后来之人

岂不更莫明其妙哉!岂唯可惜，乃今人之大过失也 !

己丑春，诗友叶裕龙示余一书稿，名《睁蝶山志》。余立而捧读 ， 急不择时，洋

洋三十九万言竟一气读过。妙哉，巍巍睁睐真乃千古奇山!其为衡城之仁核，衙郡

之发源;山间屯兵牧马二千数百年，府衙运筹一千八百载，治学育人二千春秋。此

山也，入时近世之深，育贤崇德之厚，虽五岳泰岱亦可与比也!就山而言，峙睐之

雄，不在险峻，而在势要;睁蝶之美，不在蹄脆，而在优雅;故崎蝶之名，不唯山川，

而更在人文也。其非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之所谓乎?若问仙之何有? <<峙

蝶山志》自有所答也。我国人向以先逝之圣贤为仙，则百里崎蝶忠骨英灵何之万

千 !其德泽吾辈者厚矣，岂可与时俱没焉?夫城惶祠宇可坦，而心香一柱当永不泯

灭也。此或亦为《志》者之所思耶?

是《志》 也，与旁志山川者有别 ， 其因 山而异，自用彼法，未袭地志史家之旧

绪。然，搜罗宏富、史料详实，举重略轻、脉络清渐。所记地理形胜、历史变革，风起

云涌气象万千; 文武要事、人物古迹，历历在目灿若星空。其启迪后昆弘范时俗功

莫大焉， 或谓"人天之耳目，今古之津梁"亦不为过。

是志得而非易也，汪彼联、叶裕龙两先生，生于斯山下，嬉于斯山间，爱山之

心尤切，志山之意久矣。其克尽厥心，遍访誓宿，苦索典籍，蝉精竭虑寒暑十载矣。

今好事终成，可喜可贺!余不能无感也，发为斯文，聊以为序。

二0一0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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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书遵循"实事求是"、"存真求实"和"科学发展"的原则，运用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力求真实、全面、系统地记述衙州市睁蝶山在历史上发生过、存在

过、出现过的重要事件、事物和人物，以客观反映睁蝶山的历史与现状。

二、记述的时限，上溯到事物之发端，下迄 2010 年，为保持某些事件的完整

性，个别内容因记事本末所需，延至事物的下限。

三、采用语体文、编年体。为达"存史、资治、教化"之目的，力求资料完整、科

学。凡收入本书的文言体文献资料，除为便于读者阅读而加以断句加工外，尽量

保持原文原貌，部分文章在文后对部分文字加以注释。

四、历史纪年，民国及民国以前沿用中国传统习惯以朝代纪年，用汉字书写。

年号首次出现纪年时括注公元纪年。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采用公元纪年，凡公元纪年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五、历史地名、机构名称、计量单位及符号，必要时加注说明。数字表按 1996

年 6 月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实施《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规定》执行。

六、所用数据， 1949 年 10 月 1 日以前，以史料所载为依据，此后一般以统计

部门为准。

七、本志书资料主要来源于正史，地方志、专著、档案、报刊、年鉴、不注出处。

八、所用地名以沿用历史地名为准，部分注译今名。

九、凡收入本志的人、物、事、记、文，均与峙蝶山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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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文化遗产是前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创造的文化财富 。 峙睐山，这座突兀在金

衙盆地西部平原上的秀峰，记载着数千年来古城衙州的文明史。浙西南地域上的

改朝换代、人事兴废，都在此留下了明晰的印记。"先有峙睐山，后有衙州域。"这

是衙州历史的真实写照。展读峙蝶山的历史文化长卷，就是翻阅衙州这座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域的史诗。这座在浙江西南历史长河中积淀起来的、有二千余年的军

事史和政治文化史的文化名山，原本丰富的优秀历史建筑和其它实物遗存由于

种种原因己所剩无几，其历史文化内涵己被当代人们渐渐谈忘，没有留下一本志

书，也没有一篇专著，这不能不是一种缺憾。

《睁蝶山志》成稿，最大程度地将"峙睐山的隐性文化遗迹(遗址) "用文字保

存下来的愿望初步实现了。睁蝶山，这座孕育衙州文明史、为近六百位刺史、知

州、知府、总管及其幕属们提供衙署及衣食起居、政治文化活动场所，和一千多年

来三衙学子求学的文化风水宝地，默默地沉睡在浙西大地上。作为城市公园，崎

睐山己穿上了凯丽的外套，但作为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宝库，其众多的历史文

化遗迹却深深地埋入了地下。惋情之余，欣然命笔，为睁蝶山作志，将尘封的、多

彩的历史史实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示于众，给人以启迪。

1950 年以前，崎蝶山一直是衙州及浙西南地域的军事、政治、教育、文化的

中心。为厘清地域历史上一些重大有影响的事件、人物、古治等尚未清晰"课题"

笔者曾针对《信安郡王李棉家族对衙州的影响》、惭支、信安古治失考》、《黄巢和

唐末衙州武装割据》、《衙州古城史迹》、《衙州地域古治沿革》、《张可久在衙州的

行迹和文化遗存》等课题进行过专题研究和考查，同时在地方文化研究刊物上刊

载，以征求文史界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 2007 年《衙州简j:))课题组将笔者的《衙

州通史稿》作为基础文稿之一，几经论证修改后出版。其论证、考译中获取的信息

资料，对《睁睐山志》成稿也起了关键作用。

《睁睐山志》全书共十一章节，包括，大事记、第一章:地理·历史沿革、第二

章:屯兵·军事、第三章:衙署、第四章: 学校(学宫 ·学署)、第五章:唐一一民国文

选、第六章:考记文选、第七章:诗词·植联、第八章:人物、第九章:古迹·遗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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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存、第十章:园林、第十一章:文献·资料，全书约 39 万字。列入"衙州市 2∞9

年社会科学重点课题"。

《峙蝶山志》作为文史工具书，在衙州地方文史研究方面，比较系统的补充地

方文史研究课题的缺失。我们花了十多年时间，研究、撰写，填补地方文史空白，

为衙州地方文化研究架起时空桥梁。峙蝶山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

缩影，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衙州地域文化特征的观点、形

式、方法、风格等的集合体，理应为人们所知晓。我们要让衙州人了解自己引以为

荣的悠久历史，并从璀琛的历史文明中汲取精华，为建设现代文明提供营养。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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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姑蔑(前 442-前 22I)西部屯兵地，始见《左传)) :越子战吴，见姑蔑之旗。

秦(前 246-206) 太(音 da 达)末西部屯兵要塞。据《史记正义》记载"古未有

市，若朝聚井次，曰 6市井， "。 崎蝶山周边是随着屯兵发展而成为衡州最早人口集

聚市井区域之一。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 22I)始置太末县。按秦制"令"外置"尉"掌县境治安。

峙蝶山位于县西，是当时秦国统一中国时的东南边疆，以叮iI陆所会、四通五达、

东南之辐揍"的特殊军事地理位置，置都尉屯兵牧马，威震一方。

西汉(前 206-公元 25)汉承秦制置太末都尉。汉成帝年间(前 32-前I)，柴

宏屯兵睁蝶山。

西汉·更始元年 (23)南阳宛人任太末都尉。

东汉早期 (25-191)太末都尉。 金衙盆地西部军事要塞。

东汉 092-220新安都尉。 初平三年 (92)设新安县，睁睐山为新安都尉治，

拱卫新安、龙丘。

三国 . ~巳国志吴贺齐传)) :齐宇公苗，会稽山阴人。太末丰浦民反转、太末长

诛要养善、期月尽平。 (按:此事当在东汉、献帝建安元年 (96) 以前时。)

嘉禾三年 (234)吴 ·孙权置新安都尉，令陈表任都尉。

嘉禾五年 (236)吴 ·孙权遣征虏将军郑平以千人驻守峙睐岭。

西晋·太康元年 (280)授陈弘睁蝶镇总管，驻睁睐岭，都督一州军事，封信安

侯。

西晋 (265-317)信安都尉。太康元年 (280)西晋灭吴。改新安县为信安县。域

地分文、武二治。信安都尉统兵驻军峙睐山(镇〉。

东晋· 明帝太宁元年 (323) 明帝司马绍诏祝巡营守龙丘信安峙蝶山(镇) ，太

宁元年 (323)封为信安侯。之后在信安〈今衙州市区南〉安家，为衡州祝氏始祖，终

年 63 岁，葬衙州烂柯山。

南朝·宋 (420-479)信安都尉。驻军睁蝶山(镇)。县泊在山南域。(按《中国地

名语源词典)) : 信安县古治在今衡州西南六里。唐武德四年置衙州，川、|泊峙睐山。〉

南朝·齐 (479-502)信安都尉。驻军睁蝶山(镇)。军事、政治二元分泊。

南朝·梁 (502-557)信安都尉。驻军睁睐山(镇)。军事、政治二元分泊。

南朝 ·陈 (557-589)信安都尉。天嘉二年 (560 陈文帝平信安郡，留异割据。天

嘉四年 (563) 陈文帝令峙蝶山守将贞毅将军平信安县，何文政割据。

隋 (581-618)信安都尉。隋开皇九年 (589) ，隋灭陈，睁睐山属隋信安都尉驻

地。隋大业十一年 (615) ，天下大乱，信安都尉归越国公汪世华拥兵统辖，峙蝶山



作为赘、敏、饶三州军事中心重地，威镇一方。

唐 (618-907)武德三年 (620) ，天下初定，汪世华所属六郡归顺大唐，任六州

都督。为地方军事长官，都督六州军事。

武德四年 (621)平李子通部，衡州设州泊。依峙蝶山筑衙州古城垣，挖子城城

漾，扑|泊衙署建子城内。同年在崎蝶山西麓设衙州州学。

武德七年 (624) 辅公拓叛唐，陷州城，同年官兵平定辅公拓叛乱。

武德八年 (625)废衙州。须江、定阳、臼石三县井入人信安县，改属婪州，信安

县衙署从山南域迁崎蝶山。

贞观三年 (629-635)周美以刺史任信安令。署驻峙睐岭。辖信安、太末、 白石

三县。在周美以信安令治衙七年中，宽仁在民，政绩卓著，贞观吏泊，殿最第一。太

宗赐以"惠爱公忠"金匾，加封太尉。

武后垂拱二年 (686) 复置衙州，州|治衙署驻峙蝶山，依山势筑子城，外疏城

凉，辖信安、龙丘、常山三县。

如意元年 (692)析龙丘县西置盈川县，归衙州管辖。

景云年间 (710-71 1)太宗皇子吴王次子李棉任衙州刺史。

开元十二年 (725)李棉封信安郡王。在峙睐山子域内建信安郡王府。

开元二十年 (732) 正月，信安王李棉大破案、契丹。高适作《信安郡王幕府

诗》。

开元二十四年 (736) 李棉再任衙州刺史。

天宝元年 (742) 改衙州为信安郡，郡治驻峙睐山，属江南东道，辖五县(信安

县、龙丘县、盈川县、江山县、常山县)， 68472 户， 440411 人。太守张思钦。

天宝八年 (749)信安军府兵制遂亡。军府有官无兵。地方兵备消亡。

乾元元年 (752)废信安郡，复置衡州，扑|治置峙睐山，属浙江东道管辖。

宝应元年 (762) 台州袁晃义军攻克衡州城。十二月，徐州节度使李光阴派部

将张伯义至衡镇压，击败袁晃义军收复衙州域。

永泰元年 (765)信安郡王李棉，第三子，太宗第三子吴恪之玄孙，李舰出任衙

州刺史。李砚， (710一766) 字延鉴，唐·永泰元年 (765) 55 岁时，改检兵部尚书，兼

衙州刺史。永泰二年 (766)七月八日李舰病逝在衙州府任上。第二年二月十日，归

葬于京兆长安县高阳原。二00二年出土《李舰墓志》存世。

贞元四年 (788) 白季庚任衙州别驾，其子白居易 13 岁时随父居衙。贞元四年

(788) 自居易 16 岁时，离开衙州。

贞元六年 (790) 于邵贬任衙州别驾、九年离任。于邵，字相门，京兆万年人，著

有"晚秋陪卢待御游石桥序"存《柯山志》。

元和七年 (812)废盈川县，其地域归入信安县管辖。

元和八年 (813) 五月，衙州发生大水灾，水涌州域，深三尺，州城毁，民多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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