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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迹遗韵》

内容概要

《胜迹遗韵》主要是介绍一些保存相对完好的遗存。有迹可说的诸如以宋元安丰城为代表的古城址和
残存的明清书院、寺观、衙署等都未及——录介，这要留待后续工作来完成了。本册内容大多为编者
不同时期的文稿，故行文风格也不尽一致，尤其是八景之文实为獭祭之作。好在均系单篇短文，一事
一说，方家也指出似无强求一律之必要，于是草集成册，聊充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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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迹遗韵》

书籍目录

彰显文化内涵　打造魅力寿州寿县建置沿革淮上古国，文化名城雄奇古城垣 神秀八公山天下第一塘—
—安丰塘淮畔名镇正阳关古风醇和隐贤镇红色君子里淝水之战古战场五代周唐“寿州攻守战”  寿州
州学孔庙江淮名刹报恩寺寿州清真古寺寿州基督教堂清代寿州州署漫话古城老街巷寿州城古井趣谈寿
州碑廊寿州内八景之“门里人”  珍珠涌泉泉水奇七十二水归正阳瓷苑奇葩寿州窑营国典范寿春城蔡
侯墓瑰宝焕彩楚王陵惊现王室重器孔子高徒宓子贱墓战国老将廉颇墓黄歇：斯人已远，遗存犹在 西汉
王侯刘安墓寿阳八景 寿县建置沿革简表后记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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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迹遗韵》

章节摘录

　　南北朝时，宋改寿阳为睢阳，为豫州治所，兼南梁郡治。南齐代宋，复称寿阳，为豫州治所。北
魏略淮南，再称寿春，为扬州治兼淮南郡治所。梁克寿春，为南豫州治所兼南梁郡治所；并析寿春南
部地置安丰县。东魏据淮南，寿春复为扬州治所。北齐代东魏，扬州刺史镇寿春。及陈，复以寿春为
豫州治所。北周拔寿春，为扬州治所和淮南郡治所。　　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置淮南行台尚书省
，治所寿春；次年灭陈，改行台省为寿州总管府。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置淮南郡，寿春为郡治所
。　　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改淮南郡为寿州，隶于淮南道，领3县。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复改
寿州为淮南郡，领5县。乾元初再为寿州，隶于淮南节度使。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唐封淮南节度
使杨行密为吴王，都扬州，寿州为吴国地。　　五代初，吴王天佑四年（公元907年）置寿州忠正军节
度使。后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世宗拔寿州，置忠正军节度使，徙军治、州治于下蔡，称北寿春，
原寿州地称南寿春。　　宋太祖时，寿州（治下蔡）隶于淮南西路。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升
寿州为寿春府，府治所在北寿春（下蔡），领5县，南寿春为其一。　　南宋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
）金兵渡淮陷寿春、安丰，下庐州，宋军克之。次年，宋金相约以淮河为界，淮北属金。金以下蔡为
寿州，置防御使，隶于卞京路（后改称南京路）；宋则置安丰军，军治在安丰县，寿春隶之；绍兴三
十二年（公元1162年）复置寿春府，隶于淮南西路，寿春为府治，领4县，兼制安丰军。乾道三年（公
元1167年）改寿春府为淮南西路安丰军，治所寿春。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兵复下淮南，占寿春
等地；嘉定初，宋金议和，仍以淮水为界，寿春归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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