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魅力街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南京魅力街镇》

13位ISBN编号：9787553301006

10位ISBN编号：7553301000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社：南京出版社

作者：邹雷

页数：26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南京魅力街镇》

前言

由南京市档案局(馆)组织编撰、邹雷先生撰写的《南京魅力街镇》新作，我有幸在书稿作梓前拜读了
全部内容。这是一部寓知识性与文学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作者以丰富翔实的历史文化内容和生动活
泼的文学笔调，从一个新的视角向人们展示了南京城市的历史和现实的风貌。我是山东人，在南京已
经生活了将近六十年，也算是个老南京了，可是对南京仍然是一知半解。邹雷先生书稿引人入胜的内
容，读后让我增加了不少新知识，使我更加热爱这座魅力古城。    中国是一个大国，更是一个文明古
国。中国有多少城市，在行政区划不断变动的今天，实在也说不清楚。城市有大有小；有新兴的现代
城市，也有传统的或有丰富历史文化内容的古城。城市不论老与新，它都由若干街区或乡镇组成，并
构成了一个城市的基本框架。街镇是城市的容颜和象征，是城市历史文化、现代风貌的载体，并一代
一代地传承下去。它有多彩的特色和不同的人文内涵，如何把市镇、街巷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挖掘出来
，展现其不同的风采，并给人们留下难以忘怀或无法割舍的记忆，是城市研究的新方向、新课题。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三角洲，成长于美丽的山水城林之中。南京有两干五百年的建城史，如果从上世纪
发现“南京猿人”化石算起，南京先民的活动，可以追溯至六十万年之前，比“北京猿人”还早。南
京是闻名的“六朝古都”和“十朝都会”，有丰富的历史遗存。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首
都建设计划》，把南京推向了现代城市的发展道路。千年的城市发展和变化，使南京成为十足的魅力
城市，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吸引力和重要的影响。    《南京魅力街镇》一书，选择南京十七个街区、
市镇，集中地展现了它的人文历史和社会风采。其中有夫子庙、长江路、淳溪老街、颐和路、汤山、
汤泉、西善镇等。    如南京城南的夫子庙，是坐落在内秦淮河上的一颗灿烂的明珠，是名扬海内外的
南京“第一街区”。历史上，夫子庙的灯会、小吃、科举、青楼是其四大特色，其中没有一样不给人
们留下深刻的记忆。这里的江南贡院，是王朝时代科举选才的最大场所和建筑群，它展现了才子十年
寒窗苦读圣贤书以追求功名的辛酸历程。与科举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夫子庙的脂粉文化。历代王朝
虽历经变迁，然而秦淮风月却长盛不衰，文人商官趋之若骛。“秦淮八艳”名噪一时，其故事流传至
今。夫子庙是南京最繁华的街区，它集中体现了南京的民俗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    长江路和
淳溪老街，以其丰富的人文历史内涵，代表了南京街区的另一特色。长江路的变迁，被人们称为近代
中国历史的缩影。远的不说，自晚清以来，在这里设有两江总督衙门，清王朝著名的封疆大吏曾国藩
、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等，都曾担任过两江总督，为清廷镇守一方。洪秀全造清王朝之反，也在
这里建造了他的天王府。自辛亥革命成功，至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权溃败，这里又是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国民政府的办公地。北洋时期的江苏都督、督军、将军、督办等，在这里走马灯式的挂牌、摘牌
，连日伪政权也看中了这块政治地盘。当年，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年代，长江路上的梅园新村，是中
国共产党飘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面旗帜。今天，人们除了站在长江路上追思那部苦难的中国近代史
外，一个新型的文化街区在这里兴起，南京图书馆的现代建筑和江苏省美术馆标志性建筑的落成，展
现了南京新时代文化的辉煌。走进高淳县的淳溪老街，却是另一番历史景象。它建筑在石臼湖畔，周
边河汊纵横，群山绵延。古街两侧，一派徽系建筑，青瓦白墙，门面雕刻造型别致，多以历史典故和
民间传说为题材，给人以无限遐想。淳溪老街以古朴的建筑艺术和丰厚的民俗文化为特色，是南京街
区文化的另一宝地。    随着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驱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南京城的西北部颐和路、
西康路一带，建筑起一片至今天看来仍十分现代化的住宅区。那里有250幢以上风格各异的具有别墅性
质的独立楼房。区内道路纵横交错，均以颐和、琅琊、普陀、灵隐、赤壁、莫千等中国名胜地命名，
听起来十分幽雅，给人以沉静、安逸的感受。然而那里几乎没有一处是普通民众的住房，它集中地居
住着一大批国民政府时期的高官贵胄，因而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公馆区”。这些建筑已成为民国文化
的另一类代表。伴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需求的提升，南京的商业贸易也目趋繁荣。南京
购物一条街——太平南路应运而生。这条上世纪三十年代已很繁华的商业街，集中了许多大型商号，
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满足着南京这座消费性城市的需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民国时期南京的商
业第一街。就是这样一条全长两公里的马路，经历了残酷的历史变迁和商业的兴衰起伏。日本侵华时
期，受到战争的摧残，许多商店毁于战火，后来在复苏的岁月中，又蒙受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冲击
。改革开放后，这条历经沧桑的商业大街，才慢慢恢复元气，逐步走上发达的康庄大道。今天，金银
珠宝、特色餐饮、书店文物、宗教建筑以及各种老字号商店，成为太平南路的新特色。    在南京的街
镇中，也有的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之名扬中外。如南京东郊的汤山镇，是中国著名的四大温泉之
一。其地下涌出的泉水，冬夏常温，富含各种有益人体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是我国温泉疗养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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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魅力街镇》

。自古以来，许多名人雅士不断光顾，就连蒋介石夫妇也在这里兴建休养别墅。远在江浦的汤泉古镇
，也因为拥有不断涌出的温泉泉水和冷泉泉水，受到各方人士的青睐，足迹不绝于途。    记得过去人
们常说，人要“生在苏州，住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因为苏杭是“人间天堂”，风景秀丽
，宜于居住。广州粤菜，美味佳肴，可以满足口福，而柳州盛产坚硬的楠木，受潮亦不易腐烂，用其
做成棺椁，有利于长期保存。当然这是历史上人们的一种企盼和奢望。中国人历来讲究风水，死后不
仅重视陪葬品的多寡，而尤其注重选择一块安葬的“风水宝地”。南京城南的西善桥，有山有水，有
灵气。历史上，许多达官贵人均以这里作为其安息之地。多年来这里发现的大批墓葬，印记了西善桥
是南京墓葬文化的代表。    以上所举几个南京街镇的事例，充分说明街镇在城市发展演变中的地位和
作用。《南京魅力街镇》一书，为我们观察南京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对南京的认识。在此，热烈
祝贺这部新作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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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魅力街镇》

内容概要

《南京魅力街镇》是一部寓知识性与文学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作者邹雷以丰富翔实的历史文化内容
和生动活泼的文学笔调，从一个新的视角向人们展示了南京城市的历史和现实的风貌。《南京魅力街
镇》选择南京十七个街区、市镇，集中地展现了它的人文历史和社会风采。其中有夫子庙、长江路、
淳溪老街、颐和路、汤山、汤泉、西善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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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魅力街镇》

书籍目录

一长江路历史文化一条街＼1 二古迹古玩朝天宫＼19 三南京名片夫子庙＼31 四商业文化浓郁的太平南
路＼65 五源于军队的孝陵卫＼81 六中国最美的街区——颐和路＼89 七古色古香的淳溪老街＼105 八千
古水利枢纽东坝＼117 九古镇瓜埠＼127 十江南的青铜时代——“湖熟文明”＼139 十一风光旖旎洪蓝
镇＼153 十二与时俱进话龙潭＼173 十三秣陵的军事情结＼187 十四温汤古寺话汤泉＼201 十五细品汤山
＼211 十六风水宝地西善桥＼235 十七铁血竹镇＼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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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魅力街镇》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真叫祸不单行，不幸的事都让杜伏威给撞上了。侥幸躲过了追杀，杜伏威还没来
得及喘息，隋军又来了，打得杜伏威部东躲西藏。部将西门君仪的老婆背着杜伏威夺路而逃，好在这
娘们身高力壮，才捡回了杜伏威的一条命。扒在女人背上逃命，要算他这一生中最狼狈、最没面子的
事了。值得慰藉一下的是隋军在进攻杜伏威的同时也攻打了李子通，李子通兵败逃往海陵，到底没能
抢走杜伏威的地盘。杜伏威带着散兵四处游击，不断吸收流民扩充势力。经过半年的恢复，杜伏威又
有了数万人的兵力，并控制了六合县作为根据地。 大业十二年七月，杨广不顾群臣反对，离开长安前
往江都巡幸。护驾者达十余万人，十二月到了江都。如此庞大的队伍，耗尽了当地的粮食和财政，增
加了宫府对百姓的压榨，造成了社会动荡。杜伏威乘机从中招兵，队伍不断壮大。杜伏威腰杆子硬了
主动挑战，杨广的大将陈陵龟缩在城里不出，任由杜伏威自己去耀武扬威。杜伏威于是学三国时诸葛
亮，派使者给陈陵送了一套妇女衣裳，并送了陈陵一个外号叫陈姥，意思是说陈陵是个没有用的老太
太。士可杀不可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怒火中烧的陈大将军率全军迎战杜伏威。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
，杜伏威亲自上阵，被暗箭射中。杜伏威瞪着双眼对对方怒吼道“不杀掉你，老子身上的箭不拔。”
他勒马冲过去，把那个吓呆了的射手斩于马下。这种疯狂的作战风格，鼓舞了自己的部下，令对手士
气大挫，隋军被打得丢盔弃甲，“陈姥”单骑逃回江都。杜伏威趁势扩大地盘占据了高邮、历阳等重
镇，并在历阳自称总管，封辅公佑为长史。 大业十四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骁果兵变”，昏
君杨广被杀。随后他留陈陵部守江都，自己率十万兵马返回长安。江都周围分别是杜伏威、李子通和
沈法兴三大势力。沈法兴是江南世家，任吴兴郡守，打着为杨广报仇的旗号聚众造反，靠着家族的号
召力，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七万余人，并占领了江都南方重镇毗陵。武德二年九月，李子通率部围攻江
都。陈陵没得办法，厚着脸皮向杜伏威、沈法兴求救，两个人都恨李子通，于是也就同意了陈陵的请
求。沈法兴派儿子沈纶统兵，杜伏威则亲自领兵，两家本来是合击李子通的，可是来到江都谁也不先
出手，互相观望。聪明的李子通抓住杜伏威、沈法兴双方互不信任的弱点，派出小部队化装成沈部夜
袭杜伏威。杜伏威果然上当，十分恼怒，立刻率部突袭沈法兴的营地。那边李子通与陈陵还没有开战
，两路援军先打成了一团。李子通见时机已到，全力进攻江都，陈陵没支撑多久，弃城而逃投奔杜伏
威去了，这两个曾经的冤家合到一起了。李子通占领江都后，挑势单力薄的沈纶下手，结果是沈纶兵
败逃走。李子通随即自称皇帝，国号吴。 这时唐朝已经建立，消灭了关西的割据势力薛举、李轨，开
始谋求关东。李渊派出使者向杜伏威招降，杜伏威衡量了对手的实力后，决定归降唐朝，受封为淮南
安抚大使，后来又宫至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楚王，最后在武德三年升级为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吴
王，赐姓李。 这时杜伏威可以对狡猾的李子通下手了。杜伏威以辅公佑为主将，阚陵、王雄涎为副将
（这二人是杜伏威的养子，军中号称大将军、小将军），挑选千人持长刀为前锋，又以千人紧随其后
，他宣布：“前阵有退后者，后阵斩之。”前锋的长刀阵有进无退，人人奋勇向前。李子通部几乎从
没有见过这样杀气腾腾的部队，交战时间不长就败退。辅公佑下令追击，结果反而因兵力有限，被逼
急了的李子通部打败，使辅公佑瞬间从追击者沦为逃命者。李子通反败为胜后，认为辅公佑再也组织
不了新的战斗，夜间扎营连哨兵都不派。王雄涎力劝辅公佑夜袭，辅公佑刚被打败，不敢出击。王雄
涎觉得机不可失，擅自领了几百人突袭李子通的营地，他大肆纵火，又砍又杀。李子通部猝不及防，
大败溃散，几万人一夜间散个干净。接下来杜伏威将李子通捉住献给了李渊，就此软禁在长安。眼下
唯一能对李唐天下构成威胁的就是杜伏威了。为免嫌疑，杜伏威索性上书李渊，请求入朝。杜伏威、
李子通这两个冤家又在长安见面，不过后来谁也没有逃脱被杀的下场。 无想山景区山中还散落着宋代
高僧甄公的藏骨石塔、元代的招云亭、明太子饮马处、石观音洞、石观音阁、环翠阁、凤泉亭等众多
历史遗迹。 说洪蓝不能不提石臼湖，它位于溧水、高淳和安徽当涂三县交界处，又名北湖，是由古丹
阳湖分化而成的，总面积196平方公里，是一个纯净、天然的淡水湖泊。石臼湖风光旖旎，夏季水盛时
，浩瀚无垠，风帆沙鸥出没其间，远山浮黛，俨然一幅风景画。石臼湖物产丰饶，湖中盛产鱼虾、水
禽、芡实、茨菰等水产品，历来是沿湖村民的副业收入之源，素有“日出斗金”、“日落斗银”之说
。隆冬水涸，湖滩暴露，尤以“金脚红毛大蟹”和“银鱼”最为著名。唐代大诗人李白在畅游石臼湖
后，曾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来赞美它：“湖与元气运，烟波浩难止，龟游莲叶上，鱼戏芦花里。
少妇棹轻舟，歌声逐流水。”明代女诗人端淑卿也有诗云：“秋水茫茫带白苹，渔舟蟹网集湖滨。长
空入暮烟云起，只听歌声不见人。”人们将石臼湖的风光用四个极富诗意的字来形容——“石臼渔歌
”，它不仅是高淳古八景之一，也是新金陵四十景之一。 洪蓝地区最有特色的文化习俗都集中在蒲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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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魅力街镇》

桥祠山庙会上。蒲塘原来是一条从溧阳方向流过来的河流名字，村子以河为名。蒲塘村地处圩区，境
内河塘、湖泊众多，交通往来极为不便，尤其是春汛和夏季，洪水泛滥，浪覆舟楫致人毙命的事常有
发生。明正德年间（1509），村民赵琪及其家族出资“三千金”造了一座长约133米、宽约8米的九孔
大桥。修路架桥自古以来就是积德行善的义举，县令陈宪为表彰村民的尚德义举，亲自来到蒲塘参加
通行剪彩仪式，并作了《尚义桥记》流传至今。这座桥迄今已有500年历史，仍可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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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魅力街镇》

后记

《南京魅力街镇》一书历经三年终于问世，这本书的编写、出版可以说是全市档案工作者集体智慧的
结晶。2009年，南京市档案局开展了全市珍贵档案资源的调研工作，在13个区县调研时，几乎每个区
县档案局(馆)都对馆藏所辖行政区域内的名街名镇的档案资源娓娓而谈、如数家珍。于是就有了编写
一部南京地区的名街名镇一书的想法，以此展示古城南京悠久的街镇历史和丰厚的城镇文化。并把此
书纳入了南京市档案局(馆)“开启记忆之门——档案编研重点工程”之中，充分发挥档案资源在文化
南京建设中的作用。    选题确定后。南京市档案局召开了相关会议，请13个区县档案局(馆)提供了各
自行政区域内名街名镇的相关档案、资料、图片和光盘，13个区县档案(局)馆在百忙中抽出专人落实
负责此项工作，提供的档案、资料、照片完整有序，有的区县还派人到实地、现场拍摄照片。区县档
案工作者为此书的编写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2010年，南京市档案局邀请了作家邹雷同志担纲本书的
写作任务，邹雷同志工作繁忙，但他欣然接受了邀请，并立即投入了创作，在两年的写作过程中，不
断地与编辑沟通、交流，尽显敬业精神。    在此书的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备方面人士的关心支
持，南京市档案局的领导为此书的编写、出版工作顺利开展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南京出版社的领
导和编辑们为此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历史学
家张宪文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此书撰写了精彩的序言；南京市档案局的丁枫、王晓燕、丛伟、刘峰、
陈阳林、李兆梅、夏蓓、姜海参与了本书的校对工作；此外，我们还利用了少量已公开发表的图片，
因时间紧迫，未能与拍摄者一一交流沟通，也请图片拍摄者看到书稿后与我们联系，我们将按标准支
付稿酬。在此，对所有关心支持本书编写、出版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深深地感谢！    由于时间和水
平有限，该书的编写和编辑肯定有挂一漏万的遗憾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2年11月8日

Page 8



《南京魅力街镇》

编辑推荐

《南京魅力街镇》还原了老南京历史那些事。它把南京市最有代表性的17个魅力街镇收罗其中，打开
了城市历史变迁的一个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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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魅力街镇》

精彩短评

1、和普通的旅游指南不同噢......档案馆出的干货多，下次去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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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魅力街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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