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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3

1978年，湖南省、衡阳地区、祁阳县文化部门决定重纂溪

志，1981年，语溪文物管理所正式恢复并任命多荪为顾问纂写

溪志。1984年，管理所做了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即为浯

溪石刻清了一次家底，将所有碑石全部拓片。这不仅弄清了这座

文化宝库到底有多少宝藏；也为我们重纂溪志开辟了新的资源，

使本志大不同于过去所有的溪志(详见附录《浯溪石刻清家底的收

获》)。

要重纂溪志，还需要翔实的文献资料。我自受任以来，除了

各级领导的鼓励，管理所内同志的协作外，县内、省内、国内外

各方面真是八方支援。如县图书馆尽量提供乡贤著作，以供检

索；祁阳县志办公室将外调所得浯溪资料尽快供应；各方师友、

学生，有的买书、．借书，有的抄寄资料，有的代查代访，有的反

复商榷。总之，溪志虽出我一人之手，实集众力而成。这就又为

我开辟了第二资源，使本志大不同于过去所有的溪志。 ，

依赖这两大新的资源，我才能考证有关浯溪大小一百多个问

题，写出《语溪丛考》，然后才能动手写浯溪志。

最后，谨以本溪志献给陶铸同志、雷声溢校长、雷雨人局长

在天之灵，以纪念他们导吾先路之功!
’ 一七十三翁桂多荪识于1987年9月

【附录】浯溪碑刻清家底的收获
。

1984年，浯溪管理所将有存碑，全部拓片，然后加以辨识、

誊录、编号。这就为浯溪石刻清了一次家底，弄清了这座文化宝

库到底有多少宝藏。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

第一，弄清了碑石总数。 ，，

经初步统计，浯溪石刻共有碑489块，加上遗失活碑约三十

块以上，总计在五百块以上。比乾隆宋溶溪志的218块，多了一

倍多；比同治陈玉祥县志(溪志)的280块，多了几近一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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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凡例与图说

卷一 凡例与图说

一 凡 例

1．本志取材，凡浯溪有石刻而文字清晰者，概从石刻。有

石刻而文字残缺，则依文献校补之。无石刻(未上石或已失)或石

刻模糊者，仍依文献而著录之。石刻模糊又无文献可著录者则暂

缺。

2．本志参照旧溪志和县志，分为四卷：

卷一：凡例和图说。“凡例”说明本志编纂的依据和分卷的

理由；“图说”说明浯溪的位置、范围和地貌特点。

卷二：源流和胜迹。本卷说明浯溪的得名和次山在浯溪的营

建以溯其源；记叙后世亭台的修复和增建以见其流；再说明各处

胜景特点，选录历代诗文“集锦”以纪其胜异。

卷三：大唐中兴颂碑、磨崖三绝和元、颜。本卷介绍磨崖三

绝的由来；介绍《大唐中兴颂》碑和辑录历代对它的评价；辑录

元结、颜真卿传记和历代对他们的评论。 ·‘

卷四：浯溪碑林和作者录传。本卷既著录碑文，又介绍作

者，把浯溪游人和磨崖题刻结合起来。“史、考、释、评”，各依

其宜。说明浯溪碑林形成的历史。由于时间长、游人多、题咏

富，又按朝代分成五部分，加上待考诸碑单独成一部分，共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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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图 说

(一)浯溪平面图说
浯溪位于祁阳县城西南，距城约五里，即今湘桂公路祁阳大

桥南端湘江沿岸。溪水自南五里的三泉岭麓双井发源，蜿蜒北

流，至此汇入湘江。原面积约lO万平方米，现有5．5万平方米。

就在这里，三峰崛起：

西峰最低，海拔93．5米，屹立溪口，挺入湘江之中。唐元

结尝筑唐癫(音qing，有围墙的亭子)于其上，因称唐癫石。有石

’径盘旋而上叫螺旋磴道。

中峰最高，海拔104．5米，上平如台，故元结叫它蛞台。又

可分为三区：北为窳尊石，元结建亭其上叫窳尊亭。西临湘江，

悬崖壁立，其下为磨崖；东有磴道直上，恰百级，叫百步阶梯。

中为“回鲜”(圆形石间盆地)，元结尝筑右堂于此。南为曲屏，奇

蜂怪石，高不逾丈，转折罗列。东南一石有帽如檐，元结刻《蛞

台铭》于上，叫台铭石；西北一石，八面玲珑，移步异状，叫一

品石。磴道蛇行曲屏之中，凡数折，叫之字磴道。

东峰海拔98米，临江危崖如削，叫崤岩；下有石室，叫浯

洞；岩上有亭，叫虚怀亭。

三峰之外，右堂西部悬崖，元结以其在唐顾之东，叫东崖；

东崖之西，一石立峙，元结叫石屏；其间通道如门，元结叫石
’

门。过石门而西，唐宋都从磨崖渡湘，叫磨崖渡；过石门而东，

．· 为元家坊，即今宝篆亭，亭旁有宋樟。过元家坊为中堂，即元颜

祠。祠南为漫郎园，元浯溪书院、清杨翰息柯别墅均在焉。园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卷一凡例与图说 3

为祁阳陶铸中学校舍。经渡香桥过溪而南，为中宫寺，今为陶铸

中学家属宿舍；寺西为千佛阁，今为祁阳教师进修学校校舍。千

佛阁下有寒泉，寒泉下有浯溪渡，乃明以后湘江渡口。中宫寺后

为尚书山，有明宁良墓。 -

三峰之下，湘岸水中多坠石，显隐水面，各逞姿态。语溪口

有钓台石、龙珠石，磨崖潭有双石、桥墩石，蛞岩下有大小龙

脑石。 ，

浯溪范围，西以湘江为天然疆界；其他三方，经考定如下：

北界：据溪志、县志，人字滩、狮子口皆属浯溪胜景，则北

界到了孙氏岭，陈家洲在界内(陈家洲今叫语溪洲)。

南界：新埠头为浯溪古渡口，自唐已然；望夫石、阳明岩，

实浯溪南界。
4

东界：古无定界。元友让诗：“疆界指垂杨”。古代沿浯溪皆

植杨柳，以垂杨为界即以溪水为界，大抵可以湘桂公路为界。

1987年，浯溪东坪竖立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同志铜像，原

元颜祠辟为三个陈列馆，东室陈列陶铸同志遗物，中室陈列祁阳

古文物，西室陈列浯溪碑刻拓片。

总之，浯溪欲建成一多功能公园，必须恢复原有面积。

(二)浯溪鸟瞰风景图图说(借用宋溶《浯

溪志·浯溪总图》)

祁城西南，人字滩上，湘江东岸，语溪在望。

三峰矗起，俨如画屏，骋奇竞秀，宫羽相生。

西峰唐顾，低姿取巧，引颌江心，六厌何了!

中峰蛞台，怵目荡胸，夜月西下，旭日升东。

东峰虚怀，一亭如盖，下有浯洞，阴凉可爱。

西峰之麓，溪顾有铭，玉箸钟鼎，价值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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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峰之下，磨崖三绝，今古倾心，中外动色。

中峰之南，奇绝台铭，悬针似铁，风雨不侵。

浯溪碑刻，玑珠无数，谁能尽摩?与之订古!

(三)陈玉祥《祁阳县志·浯溪图说》
自有天地，溪水潺潺，名之以浯，实由次山。

溪在县南，出三泉岭，双井发源，三里入境。

绕漫郎宅，过渡香桥，滔滔北去，汇湘入潇。

溪故幽深，次山揽胜，惨淡经营，亭台掩映。

磊石可奇石，坚如瑾珉，铭以纪之，篆刻自珍。

际唐中兴，欢然作颂，词旨粹精，铿锵可诵。

鲁公至此，磨崖以书，笔力遒劲，钟王不如。

千载淋漓，忠义之气，评颜书者，惟此最贵。

萧萧古寺，历历荒丘，轮困老树。曲折清流。

有亭翼然，基耸磐石，危磴瓮青，窳尊漾碧。

前贤宅废，基址徒存，香桥野色，无间朝昏。

胜迹名区，代有建置，非地特殊，惟人有异。

万古不朽，元颜之名，高文典册，健笔纵横。

自是以来，溪名大著，游客留题，镌镶无数；

汇为碑林，中外驰名，珠罗珍列，一字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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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源流和胜迹

浯溪因元结而“地以人传”，元结亦因浯溪而“人以地传”。

自元结为浯溪、蛞台、唐顾造字命名∞，号“三吾”并作铭

刻石；又请大书法家颜真卿来此大书《大唐中兴颂》刻于磨崖，

捂溪始为世所重。浯溪亦由水石之胜，历代又增置亭台楼阁，更

添胜异。游人纷纷来此游览，竞相题刻，汇为“浯溪碑刻”。元

结遂与浯溪同传于后世，共播于中外。故本志首述原始，以溯其

源；继述胜迹，以见其流，俾游者知其源远而流长。

浯溪，嵯峨不及衡岳，富丽不及桂林，但小巧玲珑，颇多奇

观异趣，如浯溪、石渠、浯池、寒泉和磨崖、崤岩下诸潭以水

胜；蛞台、唐亭石、崤岩以石之“高、大、斗、险”胜；右堂、

曲屏、石屏、浯洞和湘岸水中诸石，则又以石之“奇、巧、幽、

折”胜。以花木胜者有寿樟、紫微、碧桃、丹桂，还有溪园、果

林、岸柳、堤杨，更有长藤、芳草、松涛、竹趣。以亭榭胜者，

有中堂、右堂、三绝堂、唐顾、窳尊亭、宝篆亭、虚怀亭、揽翠

亭。中宫寺、千佛阁、佛字石、柳押石、棋盘石，则以佛道遗迹

著；窳尊、镜石、渡香桥，则以神话、传说名。

浯溪这些胜景，受宋以来所谓“潇湘八景”的影响，大概自

明以后即出现一些胜景名称。明邑人宁良有《浯溪四首》，即唐

亭六厌、蛞台晴旭、香桥野色、漫郎宅籁，为咏浯溪四景最早的

诗，恐也是四景得名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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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以后，溪志、县志才正式列举八景名称。后又增为十景、

十二景，宋溶溪志增为十六景。清阮学浩《浯溪十绝》，即咏浯

溪十景诗。 ·

这些胜景，有些今天已不存在了；有些后世改了名称；有些

原是正景，现已降为附景；有些附景则应升为正景。斟酌损益，

今置正景二十六，附景十六，列表于后(见表2—1)。

浯溪历代游人，有诗人、学者、书画篆刻艺术家，有宰相、

状元、尚书和省、府、县官，还有诗僧、道士，公主、驸马，医

生、阴阳生甚至寄名小孩。其中不少是少数民族，还有越南使

者。他们有的便道过此，有的慕名而来；有的只来一次，有的二

次、三次，甚至八次、十次。来则留连忘去，或一住多日，或再

三题刻；或欲在此卜居，或果在此退隐。还有慕名欲游未果，或

神驰梦游，或寄诗请人代书上石。还有撰著溪考，以补旧溪志冗

杂的。清王渔洋《浯溪考》上、下卷，即由此而作。

就是这些游人，留题刻石，汇为浯溪石刻：“上穷碧落下黄

泉”，凡有石处，即有题刻；大字逾丈，小若蚕头；篆隶楷草，

莫不备具。或记事、或写景、或抒情、或议论，真是“石蹲湘浒

开诗卷，人到浯溪入画屏”了。石刻尤集中在六大区，即磨崖、

东崖、石屏、唐亭、右堂(曲屏)、蝽台北崖等区。

就是这些游人，有的装点浯溪，大事营建。自唐迄清，规模

较大的约有十次：

一、唐元和十三年(818)元友让。二、宋皇祜五年

(1053)邑令齐术。三、宋元秸元年(1086)僧承亮。四、元

至元五年(1339)邑令王荣忠。五、明成化间(1465～1487)

中宫寺僧正稿。六、清康熙八年(1669)邑令王颐。七、康

熙三十四年(1695)邑令王启烈。八、‘乾隆二十九年(1764)

邑令李莳。九、乾隆三十四年(1769)邑令宋溶。十、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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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牟(1862)永州知府杨翰。

其所营建，见表2—2。

就是这些游人，有的留下了艺林嘉话，有的传播了美丽传

说，使浯溪具有更加吸引游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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