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池宋代宜州铁城相关史事考

覃　旺

　　提　要：宜州铁城是南宋末年广西地方官吏专为抗击蒙古军入侵而建筑的一座城池，它与宋蒙 （元）战史、

广西地方史紧密相关。笔者在考释遗址内现存摩崖石刻及结合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宜州铁城创筑的缘由、发

起者、过程及结果作了探讨，并考察推动铁城建筑的重要人物———胡颖和云拱在广西任官期间的事迹。宜州铁

城的创筑反映了在蒙古 “斡腹之谋”的背景下，广西一度成为宋蒙战争的重要战场以及宋庭对广西边防经营的

史实。

关键词：宜州铁城　广西　宋蒙战史　斡腹之谋

宋代宜州铁城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城区北郊３公里的木棉屯后，现称 “古城

峒”，它原是南宋广西地方官吏在宋理宗宝三年 （１２５５）为抗击蒙古军入侵而建筑的一座城
池，是广西现存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研究宋蒙 （元）战史、广西地方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目前社会各界对其关注不够，虽有一些文字介绍，但还没有相关的专题研究论文，缺少对其历史

的发掘。① 笔者拟通过考释遗址内现存摩崖石刻，结合传世文献，对宜州铁城的相关史事进行探

讨，以期能够了解到它背后丰富的历史信息。

一　《宜州铁城记》录文
现铁城遗址内留存有多处南宋摩崖石刻，在内城墙北端东西对峙的两山崖壁上各有一处，东

面山崖为 《宜州铁城记》，主要记载铁城建筑的背景、经过及结果；西面山崖为 《宜州铁城颂》，

亦涉及铁城的创筑，但多有歌颂时知宜州云拱创筑铁城的功绩之意。为了解宜州铁城背后的历史

信息，对摩崖石刻 《宜州铁城记》的释读必不可少。

石刻高３５０厘米、宽１９５厘米，额篆书 “宜州铁城记”５个大字，刻文楷书，共２０行，满
行３８字，总计７００余字。其末端部分文字今已漫湮不可识读，对照旧拓，主要是有关推动铁城
建筑的重要人物———胡颖的信息。石刻于嘉靖 《广西通志》 《粤西文载》、雍正 《广西通志》、

乾隆 《庆远府志》《八琼室金石补正》均有录文，但各书文字互有出入。现可见３份拓本②，但
仅国家图书馆藏民国金石家陆和九拓本，末端文字均可识读，当石刻损坏前拓；其余二拓本同石

刻一样，末端部分文字不可识读，为现当代所拓。故现据陆和九旧藏拓本，将刻文整理录文如

下，每行末以 “／”标示：

岭右自淳以来，传云南有鞑患，朝廷重我南鄙，移师戍之。今大帅宝文胡公，时以郎

官，转对／上前，独谓：“遣戍，非经久之策，当如唐李德裕筹边故事，按山川道里，择险
筑城，以扼其阻。”上虽下／其议，未果行也。宝甲寅秋，前事复棘，上思公言，乃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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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京海等编：《石语墨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４０页。
参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４册，
第１２１页；重庆市博物馆编： 《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册，第３０
页；韦丽忠等编：《宜州历代石刻集》，漓江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９页。



略一道。公至，阅履封，以宜当西南夷间／道必能干城者，可畀虎符，得武经大夫云侯拱守
之。侯诣帅府，受约束，公曰：“惟事事有备无患耳。昔／佛狸未寇元嘉时，盱眙守沈璞以
郡居要冲，缮城浚隍，上下皆谓过计。及魏兵南向，所至赤地，而大／将臧质独藉璞城以挫
虏。往事明验可见已，今震于其邻，独不当为彻桑计芼？”侯奉命惟谨。至宜，顾／城陋不
足恃，则经营距郡二里。而近有山环绕，皆峭壁悬崖，内可容万灶，飞泉石井，取汲不竭。

侯熟／视，叹曰：“?险无逾此矣！”亟闻于公，公以闻庙堂。得旨，以币百万下之郡，鸠工
计材，伐石畚土，因／山之势联络而城之。周遭一千八百余丈，为墙栉如，为门翼如，悉与
山相缪。山之前，下瞰龙江，后倚／天河。四面形胜，屹然天成，虽①钩冲肉薄，无所施也。
凡州县治、寨舍、糗粮、器械峙积之所咸备，而侯未／以民迁，姑徙附邑宜山治隶焉。然宜
民知保生聚者，亦莫不适有居用永地于兹新城。又以见侯之／是役，非独地利人和，从可知
矣！役始于乙卯季春之望，讫于仲冬之朔。指授规画，侯必躬必亲。其董／而相之者，郡从
事钟

%

、文学掾林均、清远节度推官颜得遇也。城成，以其砌叠皆石，乃名 “铁城”。图

上／帅府，宝文公命应德记之。夫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地不能自为险也，而设险则人力存焉。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为暴者不必有也，而恃吾有以待之。易前民用，岂我厚诬？今宜
得侯为保障，重门设险，岂／特无唇齿忧，彼窃伏草莽?时观衅者，将不复作。噫！亦意造
物者设是久，而有待于侯之来也；亦意／南方当无狄患，而侯之遂筑斯城也。侯，关表老将，
熟更战守，自领郡后，阅丁壮、治戈甲、明斥堠、结蕃／邻，为宜备无不周。城其大可书者，
伐柯匪斧，所以成侯之役者谁与？胡公，名颖，字叔献，长沙人，文武／伯也，今又被命入
奏。是岁日长至，奉议郎、通判静江军府、兼管内劝农事、借绯黄应德记，岳麓／何应壬书，
奉议郎、特差充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参议官杨埏篆盖。镌崖留远②。／

二　相关人物考
据石刻 《宜州铁城记》可知，胡颖和云拱是推动铁城创筑的重要人物。现钩稽史料，考释

两人行实，着重探讨他们在广西任官期间的事迹。

（一）胡颖事迹考

胡颖，《宋史》卷４９有传。该传载，“胡颖，字叔献，潭州湘潭人”，是理宗朝边帅赵范、
赵葵的外甥。③ 按，《宋史》本传记胡颖籍贯为潭州湘潭有误，刻文言其长沙人，下文所引另一

石刻亦是如此④，故其籍贯当是潭州长沙，而现存明清地方旧志均记潭州湘潭，是沿袭 《宋史》

之讹误。《宋史》本传有关胡颖在广西的事迹仅有咸淳年间出守广东后⑤，紧接 “移节广西”一

语，指胡颖出任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⑥ 《宋史·度宗纪》 “咸淳八年七月辛未”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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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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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字拓本原不可识读，据 《八琼室金石补正》补。参见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１２０《宋·三十
九》，民国１４年 （１９２５）吴兴刘氏希古楼刻本。
“镌崖留远”为单行４小字，国家图书馆藏拓本模糊不可识读，此为笔者访原刻所得。
参见 《宋史》卷４１６《胡颖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标点本，第１２４７８页。
章时发作 《静江府修筑城池记》言：“（胡）公，名颖，字叔献，长沙人也。”参见陈琏：景泰 《桂林郡志》

卷２４《碑文》，明景泰元年 （１４５０）刻本。
参见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卷下，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标点本，第５９４页。
参见 《宋史》卷４１６《胡颖传》，第１２４７９页。



图一　国家图书馆藏 《宜州铁城记》拓片

“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兼计度转运使胡颖乞祠禄，诏勋一转，依所乞宫观。”① 可确定胡

颖 “移节广西”事在宋度宗咸淳年间。然据刻文所载，铁城的创筑在宝三年，这比胡颖咸淳

年间出守广西的时间至少早了１０年。
查阅广西地方旧志后，发现胡颖于宝二年 （１２５４）就曾出守广西，《宋史》本传则失载此

事。铁城的创筑，即在其此次统帅广西，负责整个广西的军政事宜期间。嘉靖 《广西通志》卷７
宋 “知静江府”题名载：“胡颖，宝二年以朝请大夫、直宝文阁任 （知静江府），主管广西经

略安抚司公事、兼运判。”② 刻文称胡颖为 “大帅”，即因其任主管广西经略安抚司公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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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宋史》卷４６《度宗一》，第９１０页。
黄佐：嘉靖 《广西通志》卷７《秩官·宋·知静江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影印本，
第１８７册，第９１页。



宋代各路均设安抚司，常称 “帅府”或 “帅司”， “掌一路兵民之事”，唯广东
'

广西两路于

“安抚”前加 “经略”二字，诸路安抚司的长官则称 “帅臣”，而安抚使、主管安抚司公事都属

于安抚司的正官，若资历较浅、官品低者则为主管安抚司公事。① 嘉靖 《广西通志》记胡颖宝

二年 （甲寅）出守广西，与刻文中 “宝甲寅秋……上思公言，乃命经略一道”相符；胡颖

所带贴职 “直宝文阁”，即是称其 “宝文胡公”的由来。

需考辨的是吴廷燮 《南宋制抚年表》卷下，在 “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条下的宝三年，

列有 “胡□□”②，史料依据即是刻文的开端部分，李昌宪 《宋代安抚使考》也依此列出。③

“胡□□”实即胡颖，正是由于吴氏编写 《南宋制抚年表》时，石刻已残损，才未能将胡颖的全

名列出。此外，还可从刘克庄 《送胡石璧帅广西二首》④，可见胡颖宝二年秋出守广西一事。

“胡石璧”即胡颖⑤，两诗是刘克庄为其送别而作，诗中 “不待焦头蒙上赏，莫云斡腹是虚传”

一语，反映理宗令胡颖出守广西，经理广西防务，与蒙古的 “斡腹之谋”有着重大关联。按，

辛更儒将两首诗系于咸淳年间胡颖出守广西，刘克庄为其所作，有误。因开庆元年 （１２５９）“斡
腹”之事就已发生，至咸淳时定不会再称 “虚传”，此应是辛氏不知胡颖早在宝二年有出守广

西。胡颖任内除推动建筑铁城外，经朝廷许可，还从广西土著中招募了以４０００人为额的安边军，
但这支广西地方新军疏于经营，至宝六年 （１２５８）时还不满２０００人。⑥

刻文曾言淳年间，胡颖 “时以郎官，转对上前”，献备御之策，这在咸淳八年 （１２７２）章
时发作 《静江府修筑城池记》亦有提及，二者具体内容虽不同，但均表现了胡颖主张以城备御

的思想。现摘录如下：

公于淳⑦年间尝转班奏对，首及西南事宜，谓鞑⑧负戎马足，将夺江源，道诸蛮，窥

吾广右。彼利其骑战之长技也，吾必有以制之。惟内城桂以为根本，外城邕、宜以为磗蔽。

贼来，进不得战，去则乘其敝击之，坐胜之策也。⑨

此石刻记述咸淳年间胡颖出守广西期间修筑静江城的事迹，文中被称 “公”者，即是胡颖。引

文之后，紧接 “又八年，谍报荐至，朝廷用公议，擢公为广右帅”。此即记胡颖于宝二年秋第

一次出守广西之事。其后又有 “又四年而开庆之变作，时议始叹公前疏之验，而恨前者之未就

也”。此处 “开庆之变作”指开庆元年底兀良合台率蒙军自云南经广西北上攻宋腹地，破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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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宋史》卷１６７《职官七》，第３９６２页。
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卷下，第５９２页。
参见李昌宪：《宋代安抚使考》，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第５８９页。
参见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４６《诗·送胡石壁 （颖）帅广西二首》，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年，第２３７４页。
胡颖号 “石壁”，参见周密著：《癸辛杂识》后集 《误书庙讳》，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标点本，第８０页。
参见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８《回宣谕奏》，“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２００４年影印本，第８４册，
第６５４页。
按，《桂林石刻》和 《桂林石刻总集辑校》均将 “公于淳间尝转班奏对”，其年号 “淳”误录为 “咸

淳”。参见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桂林石刻》，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上册，第３２２页；杜海军
编：《桂林石刻总集辑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５２３页。
此碑文当是 《桂林郡志》据元代桂林旧志直接转录，引文中 “鞑”原用 “北兵”代替，据 《桂林石刻》和

《桂林石刻总集辑校》改。

陈琏：景泰 《桂林郡志》卷２４《碑文·静江府修筑城池记》，明景泰元年刻本。



江西州县一事。后又紧接 “今天子在御，元勋枋国，复命公为广右帅”一句，即是记咸淳年间，

度宗命胡颖出守广西之事，因是胡颖第二次统帅广西，故称 “复命”。

胡颖离任广西帅臣的时间大致在宝三年底，据黄应德作文时，曾提到胡颖 “今又被命入

奏”。“入奏”是宋庭在调整官员任命时的手段之一。宋制，官员外任，非任满或有朝旨，不得擅

自离开回京。但为强化地方或外任官员对中央相关决策的意见和建议，朝廷会不时征召外任官员回

京入奏。若入奏称旨，则可能改任。碑文作于 “是岁日长至”，冬至又称 “长至节”，“是岁日长

至”即为宝三年冬至，其年冬至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故此之前胡颖已被召入奏。又因继任广西帅

臣的徐敏子是在宝三年上任，故推断胡颖入奏后，也随即改官离任，据嘉靖 《广西通志》“知静江

府”题名载：“徐敏子①，宝三年以朝散大夫、直龙图阁、广西经略安抚使任 （知静江府）。”②

至咸淳五年 （１２６９），胡颖第二次出守广西。今桂林市北鹦鹉山南麓上有一摩崖石刻，名
《静江府城图》，上端载有李制置、朱经略、赵经略、胡经略４人③在任期间修静江城的具体情
况。“胡经略”即胡颖，其在前人的基础上再修静江城，从咸淳五年八月至八年三月，历时两年

余。胡颖此次修城也颇有贡献，其一，在旧城之北，连接诸多山峰制高点，倚山势增筑第二重北

城，通长四百余丈；其二，新建的北城既有关城，在城外又筑壕沟和羊马墙，城内则建营寨驻

军，又修旧壕六百余丈。④ 咸淳八年七月，胡颖以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乞祠禄获准，不久

逝世。其政治生涯中曾二次出守广西，任上先后领导建筑宜州铁城和静江城，对宋末广西的边防

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今人对胡颖多有研究，主要集中在 《名公书判清明集》所录其书判，探究他的法治思想。

胡颖虽在 《宋史》有传，但较简略，其他史料也仅有零星记载，对其生平所知甚少。石刻记载

胡颖为边防献言建策、出守广西，后又推动建筑宜州铁城，使我们对其事迹有更多了解。

（二）云拱事迹考

知宜州云拱从铁城的选址到建设，参与创筑铁城的全部工程，是其中重要人物。关于云拱任

知宜州时间，嘉靖 《广西通志》卷７的宋 “知宜州”题名载：“云拱，淳间以武经大夫任，筑

宜州铁城。”⑤ 此误。云拱出守的时间当在宝三年 （乙卯），见古城峒山脚紫霞洞府内另一通

石刻，有记云拱任上事迹，亦包括其创筑铁城，云：“宝乙卯，虏有岭南斡腹之报，太守云侯

（拱）奉天子命来守宜阳，首择地险以重防托。侯能忠君体国，得择双峒之形胜，依山筑城，其

坚如铁，因以名焉。”⑥ 而云拱官阶为 “武经大夫”，是武官官阶，可知其武臣知州的身份。

云拱在 《宋史》无传，也无一字记载，但从他散见于 《宋史全文》 《可斋续稿后》的事迹

看，其颇受朝廷的重用，得以数次镇守广西的军事重镇，且主政多有建树。宝三年十二月庚

辰，理宗谕辅臣：“朕夜来反覆思之，当选一猛将，提万兵于施、黔以上，为控扼计。前言云拱

如何？”丞相董槐奏：“云拱亦肯任事。如南平据险置司，则沅、靖可无透漏之虞。须先措置调

兵方可。”此处 “前言”指二日前 （戊寅）理宗与董槐因蒙古 “斡腹之谋”，商讨夔路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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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字原书作 “余”，考 《宋史全文》卷３５《宋理宗五》宝五年 （１２５７）下有名 “徐敏子”者，故

“余”乃 “徐”之误书。

黄佐：嘉靖 《广西通志》卷７《秩官·宋·知静江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１８７册，第９１页。
其余三人依次为李曾伯、朱

(

孙、赵与靈。

参见佚名：《静江府城图》，参见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宋桂州城图〉简述》附文，《文物》１９７９年
第２期。
黄佐：嘉靖 《广西通志》卷７《秩官·宋·知宜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１８７册，第９５页。
赵震寅：《七曲帝君内传》，参见韦丽忠等编：《宜州历代石刻集》，第５３页。



黔、珍、南平四郡置一副帅屯兵守险”一事。① 当时，铁城已筑成，理宗和丞相董槐认为云拱可

率兵往夔路要地屯守，即当是看到他主持创筑铁城的功绩和军事才华。但后不知什么原因，云拱

并未被派往夔路的南平军 “据险置司”。据今重庆市龙岩城磨崖碑，宝四年 （１２５６）“筑南郡
四城”时，南平守臣为史切举。② 故云拱应还在宜州任上。

至宝六年二月，时广南制置大使李曾伯回奏理宗宣谕，提到：“今月初七日，据邕守云拱

又备到缉探人钱兴等录到安南国伪太师备录被兵事宜片纸。”③ 知此时云拱任知邕州，但出任时

间不详。而宝四年九月丙申，理宗曾以知邕州程芾多贪暴，“诏削二秩罢”④。云拱至少在此

之后。知邕州任上，云拱除负责邕州军事防御外，由于邕州地近安南、云南等地，更是广西前线

情报收集工作的重要执行者和安南与宋庭联络的中间人，他曾多次奏报蒙古进攻安南的边情和安

南求援的文书。宝六年六月，统帅李曾伯调云拱权知钦州兼节制兵船，以备蒙古与安南结盟，

从海上奇袭广西。不久，李曾伯又上奏理宗，请求本将在次年初赴阙的云拱授以实任，协助其措

置备御蒙古事宜，并评价云拱 “其人委是更练南事，于武将中殊不易得”⑤。这也得到了理宗的

准许。云拱出守钦州期间，又曾 “引水灌濠”，使得钦州城 “去海止四十里，犹可藉水军舟楫之

用”，大大加强了钦州的守备能力。⑥ 亦见 “侯关表老将，熟更战守”一语，所言非虚。

三　相关问题探析
（一）铁城创筑的背景

靖康之役后，宋室南渡，国力骤减，国家的主要军政力量用于应付北边金、蒙少数民族政权

的先后进攻。而广西位于西南边疆，居于国家的大后方，宋庭长期以来对广西军政治理并不重

视。宝二年 （１２５４）秋，宋庭特命胡颖出守广西，又在宜州择险创筑新城，加强广西防务，
这与此前的态度大相径庭而令人疑惑。这实缘起蒙古的 “斡腹之谋”。

所谓 “斡腹”，是宋元时人对蒙军作战中所采取的一种战略或战术的称谓，即暂时避开敌人

的正面防线，绕道至敌国或敌军背后的腹部地区展开攻击，其实质上是一种假道借路的行动。⑦

其内涵在于避开南宋坚固的淮河、长江防线而假道大理、安南，迂回包抄南宋薄弱的后方，如广

西、四川南部、湖南西部等地区，开辟战争的突破点。⑧ 刻文开端即有记 “岭右自淳以来，传

云南有鞑患，朝廷重我南鄙，移师戍之”。《宜州铁城颂》亦有记 “皆谓鞑警云南，而广西首当

其冲”，更称 “蠢尔狂鞑，谋斡吾腹”。⑨ 而广西现存的诸多同时期摩崖石刻，即与此相关。一

是淳六年 （１２４６）《桂林撤戍记》云：“淳乙巳，圣天子以鞑侵大理，豫戒不虞，诏京湖大
制阃调兵戍广。”瑏瑠 二是淳九年 《新建犒赏库记》云：“皇帝嗣统二十有四年，疆吏来告，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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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佚名：《宋史全文》卷３５《宋理宗五》，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整理本，第２８４６页。
参见唐冶泽：《重庆南川龙岩城摩崖碑抗蒙史事考》，《四川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５《至静江回宣谕奏》，“宋集珍本丛刊”，第８４册，第５８８页。
佚名：《宋史全文》卷３５《宋理宗五》，第２８５２页。
参见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７《回宣谕奏》，“宋集珍本丛刊”，第８４册，第６４３页。
参见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８《回宣谕奏》，“宋集珍本丛刊”，第８４册，第６６１页。
参见石坚军：《“斡腹”考述》，《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参见石坚军：《蒙古与大理关系新探———以斡腹之谋为视角》，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佚名：《宜州铁城颂》，参见韦丽忠等编：《宜州历代石刻集》，第５１页。
佚名：《桂林撤戍记》，参见杜海军编：《桂林石刻总集辑校》，第３４２页。



将蔡云南以剜我南鄙，□驰驿召濠梁董公 （槐）镇桂州。”① 上述石刻提到 “云南”或 “大

理”，实为一地，泛指宋代以大理国为中心的云南地区。这些石刻所记，均表明蒙古欲从云南假

道攻宋广西的倾向，此即 “斡腹之谋”。

激烈的宋蒙战争中，蒙古企图由云南假道进攻广西，意奇袭南宋，这直接威胁着大宋国运的

安危，迫使宋廷需采取紧急应变措施，来应付新的考验。在此背景下，宋庭及广西地方官吏实将

城池建设作为应对措施之一。淳九年，时任广西经略安抚使李曾伯就曾奏：

窃考本司自传闻斡腹之报，讲明备边之宜，其远者不暇考，姑举淳甲辰以来五六年间

朝廷之所施行，司存之所经画。……以广右之城池卑浅，覆之以屋，尚不可御雨，岂能御

寇？于是宜、邕州一有修筑城池之役。此三者为备边之要。②

修城备敌，是宋庭惯用的防守措施之一。宋庭为应对蒙古入侵，在前线大量修城，如南宋的川陕

战区，就依凭山势建造了大量的山城和山寨，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著名的山城防御体

系，有着良好的防御效果，为抵御蒙古进攻发挥了重大作用。

淳十二年 （１２５２）九月，忽必烈入觐大汗蒙哥，受命帅师远征大理，并以兀良合台为总
督军事。至宝二年秋，兀良合台俘大理国主段兴智，“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

十七部”，云南地区自此纳入蒙古统治。③ 这为 “斡腹之谋”的实施铺平了道路，广西也随即由

大后方变成前线阵地。

获知蒙古进攻大理后，宋廷内部十分忧虑 “斡腹之谋”的实施。宝二年七月丁未，理宗

谕辅臣：“昨观云南备鞑节次，果能自立？”丞相谢方叔奏：“荆、蜀所报，云南尚可支吾。广右

之传虽未得实，不容不严其备。”④ 这也正是刻文所谓 “前事复棘”。此时，蒙古虽未灭大理，

但从理宗和丞相谢方叔的对话，知宋庭内部已着手备御事宜，这其中之一的措施，即是不久后命

胡颖出守广西，经理广西防务。同年，宋庭还令胡颖舅父，名帅赵葵为广西宣抚使。⑤ 这足见宋

庭对广西边防的重视。

宝三年二月壬午，理宗谕辅臣：“广西之传如何？”丞相谢方叔奏：“果有斡腹之谋，当亟修武

备以防之。”⑥ 此时，大理已灭，宋庭内部也确信蒙古将由云南假道进攻广西，加紧广西边防建设。

至三月癸亥，理宗再宣谕辅臣：“胡颖欲改筑宜 （州）城，亦可从之。”丞相谢方叔奏：“斡腹之

报，于邕、宜筑得城堡，亦无穷之利也。”⑦ 统帅胡颖上奏请求在宜州创筑新城，即获宋庭许可。

而云拱于宝三年建筑的铁城，只是宋庭为应对蒙古的 “斡腹之谋”，在广西开展的大规模

城池建设活动一小部分。从现存的石刻和传世文献，此最早可追溯到淳八年至九年，知邕州王

雄修邕州城。⑧ 次即云拱创筑宜州铁城。其后，李曾伯于宝六年至景定元年 （１２５８—１２６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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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任广南制置大使期间，这一活动达到高潮。李曾伯任内除对静江、邕、柳、融、钦、宜等州城

池逐一修浚，又在静江、柳、融州增筑新城。① 景定元年 （１２６０）朱
(

孙任广西统帅，又相继

在象州、柳州境内择址创筑新城，并将州治迁往。② 而静江城自宝五年十月印应飞首次修筑，

至咸淳八年 （１２７２）三月胡颖最后一次修筑完成，共经５次建设活动，历４任安抚使 （印应飞、

朱
(

孙、赵与靈、胡颖）、１任制置使 （李曾伯），时间跨度１５年之久。③ 上述可见宋末广西城
池建设活动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亦见宋庭对广西边防建设用力颇深。

（二）铁城创筑经过及后续情况

宋代宜州是广西极边，因是度宗藩邸，于咸淳元年 （１２６５）升庆远府。④ 其境西北接融州、
东南邻邕州，境内有众多羁縻州，对内处 “群蛮之腹”⑤ 中，对外还有着 “控、昆明等十

五部，为岭南要害地”⑥ 的作用。

在蒙古 “斡腹之谋”的背景下，胡颖于宝二年秋出任广西统帅，鉴于宜州处 “西南夷间

道”，为边防重镇、广西门户，若蒙军经此突入广西，进而渗透内地，将生灵涂炭，直接威胁大

宋国运的安危。故胡颖上任伊始，就向朝廷请派良将出守宜州，加紧措置宜州的军事防御。新任

知宜州云拱到任后，却发现城池已破陋不堪，难以经营。此后他特别留意在境内选择有利地势，

兴筑新城，以为保境安民之计。经云拱一番勘察，发现在宜州城东，距龙江北岸二里有一地，内

四面环山，中有水源，取之不竭；外围前有龙江，后有天河，是据险筑城的绝佳位置，于是便上

报统帅胡颖，在此地营建新城。胡颖奏告朝廷，获拨钱百万以创筑新城。据刻文所载，修筑工事

“始于乙卯季春之望，讫于仲冬之朔”，即从宝三年三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新城的建设经

宜州军民７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才最终告成。新城有龙江、天河作为天然屏障；并以高山为墙，犹
如铁壁，故命名为 “铁城”。铁城当年颇具规模，城依山势而建，城周达１８００余丈，官署、粮
仓、兵营、军械库等战守设施莫不尽有，宜山县治也被云拱迁来。

但铁城在创筑完成后，未得到继任的宜州守臣和广西统帅的认可。宝六年底，第一次广西

战役后，广南制置大使李曾伯把广西的备御重心转移到兴复关隘、修葺各州城池上。开庆元年

初，李曾伯曾多次向理宗汇报宜州城的措置情况。第一次汇报，云：“宜州则城欲略展濠，未浚

深，前者守臣尝升科请，今当更委官同彭宋杰相度，续具奏闻。”⑦ 第二次汇报，云：“宜亦有

城，但前后守臣所见多异，近得彭宋杰书引水灌濠似胜前时，但欲展拓城堡，见委官相度。此两

城若自目下经理，至新秋必可保守。”⑧ 第三次汇报，云：“又准圣谕宜州展濠之事，臣见其所

画图本，其城北面倚江，其向南一面新濠颇较近，放入官坡之水。贴说云弥漫一望，然只是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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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作一坝，亦不言丈尺阔狭。见委官相视，并当催令措置矣。”①

至开庆元年时，宜州共有两座城池，一为云拱创筑的铁城，又称 “新城”或 “山城”；另一

为原先的旧城。李曾伯三次汇报内提到的宜州城展濠，虽未明确指出是铁城还是旧城，但当均指

旧城。见二月二十九日李曾伯的进一步汇报：“宜州则以山城不可恃，今增修旧城，增创楼橹，

亦既粗备。守臣彭宋杰近又展拓濠外向南一带，复引官陂活水潴成夹濠，工役见此趣办。”② 亦

可见时任知宜州彭宋杰并不认可铁城的防御作用，而将宜州城防的经营重心放在旧城的修葺上。

再从第一次汇报看，宜州旧城扩展城壕，自彭宋杰的前任守臣就已开始。汪雷发是彭宋杰前任知

宜州，也是云拱继任③，其在任上就曾 “科请”，以扩展宜州旧城城濠，但 “未浚深”。在第二

次汇报中，曾提到 “前后守臣所见多异”，意指在宜州的备御重点上，前后守臣有着不同的意

见。但汪雷发和彭宋杰都主张修旧城、扩展城壕，“前后守臣”必然不是这两人。所谓 “前后守

臣所见多异”，当是云拱在任上创筑宜州新城———铁城，并将宜州的备御重点放在铁城的经营

上；而继任的守臣汪雷发、彭宋杰等则认为铁城不足倚靠，主张修旧城以备御。

铁城 “不可恃”的原因，李曾伯上任初向朝廷汇报广西的备御情况时，就有提到 “宜 （州）

新城徒筑，旧城未葺，皆不足恃”④。可知其称铁城 “不足恃”的原因在于 “徒筑”。由于李曾

伯任广西统帅期间并未到达宜州视察守备，因此这一信息即来源时任知宜州汪雷发。而刻文在一

定程度上是为歌颂地方官吏政绩而作，铁城的防御效果是否能如所记述那样，值得我们进一步思

考和探究。

“徒筑”一词，若单纯从字面上理解，“徒”为形容词，可释为 “空”。依笔者的理解，意

为铁城空空的建筑，缺少配套的城防设施。据北宋所撰 《武经总要》中守城之法，守城时多有

马面、羊马墙、瓮城、月城、敌楼、团楼、站棚、钓桥、壕沟等城防工事和设施。⑤ 再如淳八

年间知邕州王雄修邕州城时，新造有团楼４座、马面楼３６座、瓮城楼５４间、敌楼２座、瓮城２座，
又在城周身筑羊马墙及长３５丈的南濠坝。⑥ 《静江府城图》载有的静江城城防设施更是繁多。⑦

但这些城防设施刻文中均未提及，今铁城遗址内也未见到，可见云拱在创筑铁城时，并未将它们连

同一起建造。故铁城虽依山势而建，占据地利，但配套的城防设施不完备，使得防御效果大打折

扣。若在铁城上建造这些城防设施，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实现，因铁城以山体为墙，在山地建造城防

设施难度大，工时较长，也极其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并且限于地形的因素，许多城防设施也是

无法建造。这些应是继任宜州守臣认为铁城 “不足恃”的原因，从而选择修旧城以备御。

南宋末年，宋庭与蒙古在广西爆发的战役共有３次。前两次是蒙古自云南假道进攻的 “斡

腹”之役，分别发生在宝六年和开庆元年。两次战役中，蒙军皆从云南出发，经特磨道，后

转入广西邕州境内，第一次因天气炎热，止于宾州 （今广西宾阳）昆仑关前即退兵；第二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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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经邕、宾、象、柳、静江，成功透入湖南、江西，两次战役中宜州都未遭受进攻。① 第三次

战役始于德二年 （１２７６），其年六月元湖广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受命自湖南出征广西。元军至静
江城下后，经３个多月静江攻防战，次年初攻克静江 （今广西桂林）。② 后阿里海牙分兵取广西

各地，在元军强大的攻势下， “广南西路庆远、郁林、昭、贺、藤、梧、融、宾、柳、象、邕、

廉、容、贵、浔皆降”③。广西大部分州县未经抵抗，就降于元。故宜州铁城创筑之后，未发生

过抵御蒙军进攻的战事。而铁城虽未有机会发挥它的作用，但宜州军民创筑铁城，彰显出不畏强

暴、英勇抗击的精神，仍是值得后人景仰和纪念。

宋以后，史料中有关宜州铁城的记载很少，其荒废时间不详，但因系抗蒙而建，即可能在元

平定广西之后。明、清广西地方旧志关于铁城的记载皆是简略介绍云拱筑铁城及其地理位置。④

清代，铁城遗址被当地人称为 “铁城山”。⑤ 然史阙有间，铁城创筑后是否有机会发挥它作为城

池的抵御入侵、保境安民作用，已无法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放军某部曾在铁城遗址

内驻屯，直接８０年代末撤离，可见铁城的军事区位因素是得到认可的。

结　语
笔者在解读遗址内现存摩崖石刻及结合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探讨了宜州铁城创筑的缘由、发

起者、过程及结果，反映了在蒙古 “斡腹之谋”的背景下，广西一度成为宋蒙战争的重要战场

以及宋庭对广西边防经营的重要史实。今宜州铁城遗址方圆约３平方公里，原属官舍、居民区等
区域现被开垦成农田，不见建筑物的遗迹。绝大部分墙垣也已经颓废，仅北面有一夯土墙，长约

百余米，仍依稀可见垒石为城的痕迹。遗址内还有一泓泉水，旁有一块青色砂岩，上楷刻 “飞

泉”二字，即刻文 “飞泉石井，取汲不竭”的生动写照。除前文介绍的几处石刻外，外城墙上

至今还留存着云拱篆书题撰的 “铁城”二大字，每字长、宽约 ２米，下正书署 “守臣云拱

书”⑥。这些摩崖石刻的文字信息可以补史、证史，并为宋蒙战史、广西地方史以及相关人物研

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亦为开辟新的研究问题提供了可能。此外，因

铁城是南宋末年宜山县治，若有相关机构对铁城遗址进行调查、考古发掘，极有可能发现类似于

重庆合川钓鱼城的南宋时期衙署遗址，从而丰富宋元时期城市考古的资料，为研究我国宋代城市

与衙署建筑提供珍贵的实物遗存。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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