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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南京：旧影秦淮》

内容概要

翻阅《老南京》这些落满尘埃的老照片，仿佛已经用手触摸到了南京的历史，感觉着它的呼吸。人们
会怎么看这本书，是不满意，还是会喜欢？这本书提供了三百多张老照片，用不同的方式重现和再生
了南京的历史，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许多图像是真实，更多的却是陌生，不管真实或者陌生，都成了
南京魅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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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许多珍贵的照片见证着历史的进程，体现出南京的韵味。但里面也存在一些偏见的观点，虽用横
向的方式但在其时间线上述说有点欠缺。
2、说身边事，就说到民国好了，说说自己眼中的这个城市的幸与不幸，点到为止。还是叶先生实在
啊⋯⋯
3、超级好
4、第二故乡
5、选叶兆言写南京是对的，笔触温柔，读来别有一番滋味。呵，南京，散不尽的，是六朝烟水气。
6、郭同学从首师大寄给我的。
7、桨声灯影秦淮~充满着历史呼吸的一本书......一切都是那么真实，又是那么陌生~~~
8、老南京：旧影秦淮
9、大家小书，也有大家风范。
10、一座城
11、大概是从这本书才开始爱南京的
12、图文并茂的展现方式，甚至图片为主的方式，不仅是十几年前，更是契合了当今读图时代的要求
。看起来很轻便而明快，稍集中些精力，完全可以用一个晚上加一个早上读完此书。却也应证了“过
眼云烟”，百年历史手指头翻来不过是弹指一挥。有句话叫江山依旧在，只是红颜改。然后对照这些
老照片，很难想象鼓楼、中山陵、新街口今昔对比只强烈，倒是最后一章节美女们摆拍的靓照，让人
唏嘘金陵女子们特有的美丽一直在传承。却成了红颜依旧在，只是江山改。
13、很久以前在爷爷的一堆旧书中翻出的一本书，之前不记得看到哪里，这次干脆从头开始看。浓浓
的旧情怀，尤其前几章，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南京的种种情结，我想这些情结只有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才
能体会吧。
14、去南京旅行之前买了这本书 图文并茂 文笔生动地介绍了南京的历史～ 喜欢老照片里的老南京
15、其实我更喜欢他的《南京人》。
16、看看老照片
17、上世纪初的南京好棒！如果是蒋介石赢了．．．算了　不能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18、南京 落魄的贵族
19、图片不错，叶兆言的文字有些不是太能接受。
20、和一个南京人，一起看了旧影秦淮。 从这本书中，我深刻地明白了南京人的优越感和被迫害感从
何而来。
21、喜欢叶兆言配文
22、照片好看 文章好读
23、
如果还在仙林街头唱GreenDay，如果还能醒来。
24、图文并茂，了解南京的好读物。叶的文章有时候让人哑然失笑，有时候又让人莞尔。好的历史读
物就应该既有干货，又引人共鸣。
25、桨声灯影秦淮，沧桑变奏历史，今朝繁华唏嘘。一代民国风情，一幅幅老照片温情记录金陵过往
。南京之行后带我重温古都。
26、叶兆言这样的生长于南京的作家写南京，自然是不同。满卷烟水气，一本沧桑书。
27、这书里面南京人民的表情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28、久照片很有感觉，文字很不错。慢慢地让人喜欢南京，这个悲伤的城市。
29、有很多老照片，我对南京不熟悉，所以看到也没多大感触，倒是有很多民国的历史细节和个人、
家庭老照片，很是迷人。
30、描述平缓流畅，了解老南京的历史，但是作者写有些事情的时候情绪太主观，不是很喜欢。还有
就是，封面真是太丑了！！！
31、照片不错，文字一般。叶兆言又非民国人士，何苦对国民党的民国冷嘲热讽。明明不是历史学家
，却偏要在文字中充作历史权威的模样，实在是不敢恭维。
32、不知道为什么，都这本书就没读前两本那么认真了，更多时候只是看看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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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老南京的风韵在城南，城南的风韵在秦淮，而十里秦淮的点睛之笔就在夫子庙。在我这个土生土
长的南京大萝卜眼里，夫子庙之于南京的地位，就好比现在的City of London之于London。其实往前推
一千多年开始，十里秦淮就一直是繁华之地，直到明清盛极一时，富贾云集，佳丽荟萃。当时夫子庙
江南贡院考取状元的人数占到大清的一半还多，放到今天绝对比南外和附中绑一块儿都牛逼，高中课
本里的那些牛逼闪闪的名字，例如吴承恩、唐伯虎、郑板桥还有张謇，都出自于此。话说600多年也是
元宵节，朱元璋这个二胡槽子兼文艺青年来到夫子庙看花灯，在河畔被美景所感染，一时兴起命令手
下在秦淮河上燃放小灯万盏，于是“秦淮两岸，华灯灿烂，金粉楼台，鳞次栉比，画舫凌波”一时传
为佳话。语文不好没关系，反正就是总结起来就四个字：牛逼哄哄。我小时候有幸在夫子庙这个书香
之地长大，没熏陶出好的品质，却染上一身顽劣之疾。依稀记得小学时候的夫子庙是南京第一批游戏
机室和网吧的聚集地，如果你当时混迹于东西两市，一定时常能看到一个穿着脏四八塘的小屁孩，手
里攒着老娘发的一块钱早餐钱，混迹于各个游戏机室之间。不要小看了这一块钱，当年一块钱三个币
，一个币雷打不动的用来杀拳皇94(注意是94)，另一个依然雷打不动的踢足球，最后一个杀三国战记
。长此以往，竟然能午时进，傍晚出，一块钱就杀四五个小时。后来大成殿中开起了第一家网吧（当
时叫电脑房），名字还记得，叫“中试电脑”。于是我的娱乐活动变成了每天放学去电脑房杀帝国时
代和星际争霸，渐渐地成了威震四方的炮台王子。小时候的夫子庙在我记忆里是丝毫和文话沾不上边
的，且不说那时的秦淮河恶臭的不适合人类接近，就是四处云集的十元小店也恼人异常。当年我在贡
院西街步行街临街而住，每天伴着小店“本店因经营不善，即将破产，所有玉器一律十元，十元十元
一律十元”的大喇叭声入睡，心想不是要破产了怎么还他妈赖着这么多天不走，结果几年后我搬走了
，他们还继续生意兴隆的破产着。每每和现在的小南京们聊起夫子庙，他们就会把头摇的跟波浪鼓似
的，嘴里嚷嚷着那里满街的外码儿，扎堆儿的二流服装店，吃腻的鸭血粉丝汤以及俗不可耐的夫子庙
庙歌。看的我这个老南京唏嘘不已，殊不知当年的夫子庙曾是我们这帮小杆子的一片乐土。在拨号上
网3块钱1小时网速3kb 1秒的时候，我们望着柜台里几百块的索尼爱华随身听口水啦啦，转身去夫子庙
的音像店门口蹲着听小虎队的歌，一遍又一遍，最后直到把歌词背的滚瓜烂熟。在奥迪四驱车风靡大
江南北的时候，我们流连在大成殿里的模型店，摸着新到的配件和老板讨价还价，买一个马达四个人
轮流用。累了，有随处免费的石凳供休息；饿了，有文化宫后1块钱一碗的骨汤混沌充饥。零花钱每
个月只有几十块钱时，哪敢去什么新街口，我们同龄人中有钱的穿佐丹奴班尼路，没钱的去夫子庙的
地下商场买老仿的佐丹奴班尼路，在这里你可以创下南京城里最彪悍的杀价记录。后来高中听大家念
念叨叨的华新，我忍不住跑去一看，呵！这不就是当年夫子庙地下商场的高级版么，顿时亲切的一腿
。那个暴发户大牌Louis Vuitton曾经破天荒的做过一期小众的SoundWalk，挑选了中国三个城市北京、
上海和香港里特别文艺的一段小街小巷，请知名艺人录导游解说放在网上叫卖。我在北京时曾兴致勃
勃背着包顺着着耳机里巩俐阿姨阴柔声音的指引，顺着豆腐池胡同途经钟楼一路南下至板厂胡同走完
全程，想体验一把文艺青年的高潮，可感觉也不过了了。要我说，若要文艺的彻底，文艺的够味儿，
选上海不如选南京，路线从中华门起，至夫子庙，辗转乌衣巷，行止白鹭洲。在乌衣巷口浅吟：“朱
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在桃叶渡畔念“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在秦淮河上低唱“
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粉影照婵娟。”再合着点悠扬古典的背景
音乐，那感觉，用来丝都不够形容，必须是来丝的一比。今天元宵节，回夫子庙的外婆家吃饭，当我
鼻子拉忽的站在桥上欣赏着秦淮河畔的灯火辉煌的时候，忽然有一丝二五郎当的感动。夫子庙是个好
地方，秦淮是个好地方。自古英雄豪杰，无论多么所向披靡，只要杀至秦淮河畔，就如同掉进了无尽
的温柔乡。武夫不会打仗了，官员不会治国了，文人倒是很开心，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骚客。我总是在
想，要是我有空，就避开节假日的钟点，挑一个下午再回去秦淮河畔走一走，慵懒着晒着太阳，听坐
在河边乘凉的老头老太絮絮叨叨的和你韶秦淮。六朝旧事，金脂玉粉，弹指就一挥间，一定又惬意又
浪漫。当然了，那是在他们用浓重的城南口音说出“外日你妈”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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