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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南宁市简称“邕”，又称为绿城，位于广西西南

部。南宁建制于东晋大兴元年（318 年），至今已有

1700 多年历史。在李唐时期，唐太宗定名为邕州。之

后，又于元朝泰定元年（1324 年）更名为南宁。1958

年将南宁设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省会城市。

南宁历史悠久，原为百越之地。据考究，越族的

西瓯、骆越两个支系为南宁壮族的先民。秦汉时期，

南宁先后为桂林郡、郁林郡的辖地。三国时，南宁

为吴国辖地，属广州郁林郡临浦县，直至西晋。东

晋时期，南宁开始建制，第一次成为既是县级又是

郡级的治所。隋朝统一后，将南宁归为宣化县治所，

归郁林郡统辖。唐朝时期，南宁成为省级治所，改

为邕州。之后在元泰定元年（1324 年）为庆边疆之

绥服，改邕州路为南宁路，寓南疆安宁的意思，南

宁由此得名，沿用至今。

南宁是一个以壮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城市。

壮族是世代居住在本地的土著民族，汉族、回族及苗

族等为后期陆续迁入的民族，民族文化种类丰富，众

多的文化交流、碰撞，造就了南宁市种类繁多的历史

遗迹、民族习俗等。

早在清代，南宁的城市功能划分就相当明朗，将

衙门、学堂置于城内，将商贸交易安置于城外。在 19

世纪 20 年代前后，南宁开始开辟街巷，建造富有岭

南特点的骑楼建筑。现在南宁市区还保留着几条老的

街道，即民生路、解放路、兴宁路、金狮巷和银狮巷，

是南宁市历史文化的载体。现在对这些老街道进行恢

复、整改，将历史文明与现代发展相融合，将重新唤

起对南宁的记忆，重塑一座古城的历史文明。

在开辟街巷的同时，南宁也先后建立了岭南风格

的建筑，譬如粤东会馆、新会书院、南宁商会旧址等。

这些建筑造型美观、精致，有栩栩如生的壁画，也有

纹路细腻的木雕，让人在沉浸于古城的同时，不禁赞

叹古人的巧夺天工。

南宁府总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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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宁区

1 昆仑关战役遗址
Kunlun Pass Battle Site

级　　别 国家级

年　　代 民国

地　　址 兴宁区和宾阳县昆仑关景区路

看　　点 工事遗迹、展陈

开放方式 购票参观

昆仑关战役遗址于 2006 年 5 月 25 日被国务院公

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位于兴宁区和宾阳

县交界处，隶属于昆仑关管委会。

昆仑关是千年古关，地势险要，享有“南方天险”

的盛名，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一夫当关，万夫

莫开”之势。昆仑关战役发生于 1939 年 11 至 12 月，

是中日双方为争夺战略要地昆仑关发生的一场战役，

是整个桂南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昆仑关战役是抗战

时期中国军队的第一次攻坚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

张气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胜利做出了重要贡

献，促进了当时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

昆仑关大捷之后，国民党在此营建了纪念塔、抗

日将士公墓、牌坊、抗战碑亭等纪念建筑物，以缅怀

陆军第五军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图 1—图 5）。除

此之外，遗址还保留了多处昆仑关战争中的阵地、工

事遗迹点等，包括宾阳县境内的“昆仑关战役指挥部”、

邕宁区昆仑镇境内的“昆仑关战役日军第十二旅团团

长中村正雄少将被击毙处”和金龙山、仙女山、老毛岭、

罗塘南、同兴堡、石家隘，以及 441、660、653 高地等。

遗址区除了关于昆仑关战役旧址的纪念建筑物、

工事遗迹，还有古关楼、昆仑古道等古代遗迹。

2005 至 2006 年对昆仑山遗址进行了维修 , 包括

对墓园园区古关楼、古驿道的维修，以及对战役遗址

的文物发掘和展示，并且完善了相关的基础设施，将

遗址区建成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基地，弘扬与传承民

族历史文化。

图 1　昆仑关阵亡将士纪念塔 图 2　昆仑关六角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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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昆仑关古关楼

图 4　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正立面 图 5　昆仑关阵亡将士墓园

1981 年 8 月，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被南宁市政府

批准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坐落于兴宁区北宁街

47 号。该旧址原为清代右江镇总兵马盛治的祠堂——

回春阁。1911 年，广西提督陆荣廷又将其改建为马武

烈祠。1926 年，共青团南宁地委成立于此，严敏等共

产党员领导青年群众进行革命运动，其革命影响一直

延续至今。

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坐西朝东，通宽 37 米，深

63 米，原为三进两廊庭院式布局，由门楼、中座（马

武烈祠）、后座和两厢廊组成，现仅有门楼、中座及

两厢廊，占地面积 1100 平方米。（图 1—图 2）

一进及两廊为原历史时期建筑，主体结构为砖木

结构。二进于 1987 年改建为仿古建筑，主体结构为

砖混结构，青砖灰瓦的建筑风貌与院落整体建筑的格

调一致。之后在 1995 年、2004 年又先后进行过两次

维修。（图 3—图 4）

共青团南宁地委是目前南宁市保存最为完整的

一处革命纪念旧址，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历史地位。在

1995 年又被授予“南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南宁

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2 共青团南宁地委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ommittee of Nanning

级　　别 自治区级

年　　代 1926 年

地　　址 兴宁区北宁街 47号

看　　点 建筑彩绘

开放方式 要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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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全景

图 2　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门楼正面照

图 3　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北侧厢房

图 4　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后厅正面照

3 新会书院
Xinhui Academy

级　　别 自治区级

年　　代 清

地　　址 兴宁区解放路 42号

看　　点 雕刻

开放方式 要许可

新会书院位于兴宁区解放路 42 号，被列为自治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新会书院又名“阖邑书院”, 始建于清乾隆初年，

重修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坐北朝南，原有

三殿两廊一阁，现存三殿两廊，原有建筑面积 5400

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 4500 平方米。为木石砖瓦结

构的晚清岭南祠堂建筑。（图 1）

该书院平面呈长方形，殿面通宽 14.2 米，总进深

55.2 米，各殿通高 9 米，分前、中、后三殿，殿与殿

图 1　新会书院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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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会书院大门正立面照 图 3　新会书院天井

图 4　新会书院门楼正脊

广西高等法院办公楼旧址位于兴宁区朝阳路 5 号，

于 2009 年被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广西高

等法院办公楼建于民国时期，占地面积 488 平方米，

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面阔 24 米，

进深 18.64 米，通高 15.2 米。3 层，为钢筋混凝土和

砖木结构，西式墙身，中式屋顶，门窗宽阔高大。门

厅两侧立罗马塔司干式壁柱、倚柱各 2 根，柱直通 2

楼阳台，与三楼面处的山花相接，组成一个整体，立

面造型为西欧古典建筑形式。（图 1—图 2）

4 广西高等法院办公楼旧址
Guangxi High Court Office Building Site

级　　别 自治区级

年　　代 民国

地　　址 兴宁区朝阳路 5号

看　　点 西式风格

开放方式 要许可

之间以天井分隔，庭院幽深，布局严谨，构成一座对

内开放、对外封闭的宏大院落。整个书院建筑布局紧

凑，高低错落，庄重古雅，具有岭南古建筑轻巧秀丽

的风格。

前殿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因拓宽马路向后

移重修，1982 年屋顶脊瓦被拆，1987 年重修。中殿

为抬梁式屋架，前有卷棚，进深 14.5 米，花岗石台基

比前殿高 0.8 米，台阶 5 级，石檐柱，精雕细刻。中

殿与后殿之间的两侧走廊亦用石制廊柱。后殿格局同

中殿。花岗石台基比中殿高 0.9 米，台阶 7 级，两侧

垂带设抱鼓石。（图 2—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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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宁 炮 台 位 于 兴 宁 区 人 民 公 园 内 望 仙 坡， 由

南宁市人民政府于 1983 年 3 月公布为自治区级文

5 镇宁炮台
Zhenning Battery

级　　别 自治区级

年　　代 清

地　　址 兴宁区人民公园内望仙坡

看　　点 大炮、铜钟

开放方式 免费参观

建筑里面有邓颖超纪念馆。据记载 , 邓颖超出生

于此，其父邓庭忠为南宁镇台，正二品官。馆内展览

由序厅、南宁女儿、求学任教、革命征程、浓浓乡情、

图 2　广西高等法院办公楼旧址正立面图 1　广西高等法院办公楼旧址远景

建设祖国、革命伴侣、西花厅岁月、走进永远和书画

厅等 8 个单元 10 个部分组成，展厅面积 1200 平方米，

全面展示了邓颖超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

图 1　镇宁炮台远景

物保护单位。

镇宁炮台建造于 1917 年，由两广巡阅使陆荣廷

组织修建，建造的目的是“外敌慑，内患平，卫南服，

康桂民”，占地面积约 860 平方米。炮台为城堡式建筑，

由石灰岩、砂岩砌成，直径 39 米，周长 120 余米，

设有南北两门（图 1—图 2）。炮台位于城堡中间，也

是用红砂岩筑成，高 5 米，径长 13.6 米，有 4 条横桥

与围墙连通。炮台上装有一座清光绪十六年（1890 年）

由克鲁伯工厂制造的固定型加农炮。这门大炮是 19

世纪德国“克虏伯”铸造，为 122 毫米线膛炮，借

助铁轨转运，射向为东、南、西三面，是南宁市现

保存最为完整、古老的炮台。在抗日战争前，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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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镇宁炮台铜钟图 2　镇宁炮台

内还放置了一口明代铜钟 , 钟上刻有重量、铸造年

月、铸造人和捐款人的姓名，还刻有字体端庄娟秀

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字样。钟高 1.8 米，

口径 1.2 米，重 1000 多公斤，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悬

挂铜钟。在南宁沦陷后，铜钟沦落他乡，新中国成

立后被广西文物工作者收购回邕，是南宁难得的珍

贵文物和艺术珍品。（图 3）

西乡塘区

6 越南中央学舍区
Vietnam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级　　别 国家级

年　　代 清

地　　址 西乡塘区心圩街道和德村九冬坡

看　　点 雕刻、展陈

开放方式 购票参观

越南中央学舍区（育才学校旧址）位于西乡塘区

心圩街道和德村九冬坡，是一座建于清代道光年间的

黄氏祠堂，于 2013 年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越南中央学舍区旧址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

年），坐西北朝东南，呈两进两廊，中座拜亭的围合

布局，占地面积 34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55.4 平方米。

旧址地面以青砖铺砌，青砖青瓦清水墙，硬山屋顶砖

木结构，内部为古祠堂样式，大梁上还有“大清道光

十九年岁次己亥”的字样。这里曾是越南在南宁设立

的革命干部学校驻地——越南中央学舍区，对外称广

西南宁育才学校。现在后座大门正中门楣还有越南办

学时期刻制的红色五角星等饰物，厢房和走廊的位置

还保留着越南办学时添建的绿色木板墙与木花格窗、

砖槛墙。越南中央学舍（广西南宁育才学校）创办于

1951 年 7 月，是毛泽东主席应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专

门为越南培养干部人才而成立的一所学校，是越南在

国外建立的最大的人才培养基地，为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创立于 70 多年前的越南中央学舍区

见证了山水相连的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的深情厚

谊，是中越两国传统友好关系最生动的写照，具有极

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图 1—图 4）

图 1　越南中央学舍区总部旧址建筑全景鸟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