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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 饱览山水神韵 游憩虞山公园 虞山公园位于桂林市城北，

因其园美庙灵、山奇洞幽，是桂林山水游览的开山地和桂林

历史的渊源地。园内虞山、皇泽潭、韶音洞素有仙山、仙河

、 仙洞之名。四千多年前，华夏文明始祖之一的虞帝南巡曾

到这里，秦人立庙纪念，延续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古往

今来，祭祀帝者络绎不绝，使虞山和虞帝庙附丽着浓郁的儒

宗文化色彩，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虞山公园的造园

手法新颖，风格独树一帜，古今结合，东西兼容，精巧雅致

，主要景点虞帝庙、怡沁园、三绝碑、五福塔、闻韶楼、韶

音洞、九重天、美泉宫 景景生辉，处处诱人。 虞山 在虞山公

园内，叠彩区北极路东，漓江西岸，是桂林城北一座孤峰，

海妃殉之。根据这个动人的古老传说，唐时在山下建虞帝庙

，庙东宋人建南薰亭，把山叫做虞山或舜山。虞山西麓有南

北对穿的南薰洞，又名韶音洞。曾是古老的地下河道。山崖

上有唐韩云卿文，韩秀实书、李冰阳篆额的《舜庙碑》和宋

朱熹作的《虞帝庙碑》等石刻。洞内有张式的《韶音洞记》

，方信儒的《古相思曲》等。 韶音洞 在虞山西麓，为一南北

对穿的古地下河道，高2～3米，宽5.5米，深105米，面积

约720平方米。北洞前淙淙流水、阵阵松涛，交汇成韵，有如

舜帝所制“韶乐”，因有韶音洞之名。张式《韶音洞记》云

：“洞之深凡十有三丈，广二丈有奇。牖之外少西，有地隆

然而高为台，可钓。明年秋，又于洞之左得小丘，平广爽垲



，江出于旁，凡桂之山，瑰奇杰出者悉献其状。”明周进隆

题“韶音洞”洞名，清俞徵题“薰弦”二字，都表达了洞的

特色。 南薰亭 在虞山南山腰。始建于宋淳熙二年（1175），

为张式创建，历代均有修葺。亭东可望漓江，南有松林，亭

北山水交织，一派灵秀景象。抗战期间毁于战火，仅存遗址

。昔日是谒舜庙从容游息、宴集之地。清人查淳《南薰亭诗

》，“留题字满苔痕绿，古庙烟浮松影寒。此日登临无限恨

，追思往事一凭栏”，诗人对今昔抒发无限感慨。如今，新

建虞山大桥飞架漓江东西岸，车队如龙，古庙苍松将长青万

古。 舜庙遗址 在市区虞山（又名舜山）南麓。虞山为桂林开

发较早的名山之一，相传虞帝南巡曾到此山，故名虞山。并

立庙纪念。庙建于何时无考。唐建中元年（780），朝议郎守

尚书礼部郎中上柱国韩云卿，朝议郎守梁州都督府长史武阳

县开国男翰林待诏韩秀实，京兆尹人李阳冰，曾合璧《舜庙

碑并序》于虞山，此为记述舜庙最早的一方石刻，南宋淳熙

年间（1174-1189），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朱熹作，《舜帝

庙碑》云：“虞帝祠在城东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皇泽之

湾，盖莫详其始所自立，而有唐石刻辞在焉。南宋淳熙二年

（1175）春2月，今直秘阁张侯式始行府事，奉奠进谒，仰视

栋宇倾垫弗支，图像错陈造已淫厉。” 于是“命撤而新之”

。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修葺。此后，修葺之事历代均有。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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