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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2、薛冰先生的民间南京史记录，值得关注！
3、看得出是多次增补删减而成，如百衲衣，现代部分没水平，谁要去看政府工作报告，尤其是杨季
组合之简单、粗暴、无能、颟顸和内斗。关于这点，作者在评点南唐和宋明诸朝代统治者时，已亮明
观点。布面封皮，抚之很有时代感，行距太密，字体略小，读之不易，期待东南大学出版社改进。
4、毕业后来南京参加工作，这么些年的生活，用三个词来概括自己的理解，那就是：深沉、包容和
温情。
5、薛冰老师从一位民间学者的立场，编撰的南京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史。限于薛老师的兴趣和研究方
向，这本书以传统历史地理学层面的内容为主，而对于文化史、社会史等新史学思潮关注的内容，则
涉及较少，期待能另有学者从后一个角度为南京修史。薛老师对于城市、历史与人三者之间关系的探
讨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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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纵观古今中外，南京和别的城市太不一样了。与上海香港这样的新兴城市显然不同，南京是那样
古老，古老到走在南京的大街上就像“逛古董铺子”；南京又与那些古都也不一样。一提到北京就会
令人觉得皇气森然，一提到西安便能遥想中古。只有南京，虽然也是历经孙吴,东晋、宋、齐、梁、陈
、南唐、明朝、太平天国以及中华民国等十朝，却仍能如此雍容又寻常地存在于这片江南山水之间。
因为经历过太多皇朝的更替，也自然派生出众多的别名，诸如“金陵”、“秣陵”、“建业”、“建
康”,&quot;白下&quot;等，也正因为皇朝更替的太频繁了，南京于世人有太多误解。有短命说，有皇
气尽泄说，有阴气过盛说，也有坚持说南京仍藏有皇气之说。而《南京城市史》这部著作的问世，不
涉迷信，不悖正史，不违野史，只遵循最真实的史料，写就这一最纯粹的城市史。有别于政府文本里
的南京，薛冰先生笔下的南京，显得更为民间和客观，就连搜集到的史实和物料，都极尽真实。这些
史实和史料，都是薛冰先生数十年如一日，走街串巷，从博物馆图书馆里一页一页逐字逐句地捡拾回
来，又从岁月深处一点点求证据挖掘，是经得起时间和光阴的推敲的。薛冰先生虽为绍兴人，有着江
南人最久远的细腻和温情，对于这片自古的皇城山水之城也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感情。他时常行走于
老城南的巷陌里，微笑着惦量这片经历过无数灾难和腥风血雨的城厢，这里仍充满了烟水气，不时走
出来的老人，身上也保留着独属于这个城市的记忆。《南京城市史》不像正史那般无趣，生动地再现
了南京这座城市由建城以来诸多有趣的细节，比如南京城最早的几处城恒，一为江宁汤山镇雷公山，
因出土过两年猿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后来又出土的猿人牙齿化石，成为南京地区古人类活动的历史证明
；而北阴阳营遗址的发现，则是印证了南京老城区内最早的居民区所在地。再比如薛老认定南京最初
的建设发展都在滨江地区，也就是说，南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沿江发展的城市。所以，我们一贯意
义上的以秦淮河为母亲河的定义，是不是要作一些更正了呢。这部著作也真实还原了南京城的诸多原
始风貌，仿佛带着作者回到久远的古代。比如，薛冰先生说秦淮河最宽时达一百三十多米，而不是像
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才仅仅二十多米，可以想见，当年这么宽的秦淮河烟波浩淼的样子。书中也提到人
们最关心的石头城的位置，好多人以为整个明城墙范围内就是当年的石头城，也有人认为石头城可能
就是仅仅指鬼脸城那一小块，只不过因倚着清凉山的石头所建所以才唤作石头城。薛老根据多年的实
地和史料考证，得出最终的答案，就是始建于东吴的石头城，应该位于乌龙潭以北，清凉山以南，西
抵外秦淮河，东含盋山和龙蟠里。这个答案得到了诸多专家的肯定，也渐渐为人们所接受。最有趣的
当然是薛老提到上世纪初的《首都计划》，这部奠定南京现代化城市规范格局的文件，向来受到薛老
的推崇，此计划虽然制定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刚刚从苦难深重的封建社会脱离，可谓是万象更新迫于
眉睫。就算放到今日，《首都计划》也不失为一部科学而先进的城市规划设计，对于当今的城市建设
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所以薛老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南京老城区内的大砍大建颇有微词，虽
然后来的南京领导有所醒悟，也开始重视南京的历史文化和遗留保护，但薛老还是表示出一些遗憾，
毕竟有些历史遗存一旦没了，再去重建又毫无意义了。薛冰先生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五十年，整整半个
世纪。他有足够的资格来评述这座城市，来挖掘这座城市的历史。南京这座城市是有性格的，也是有
生命的。这部著作或许不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史，也不是一定要在官方的史册里占据一定的席位；
但有一种必然，就是一定会影响后人，影响后来对南京对这座城市有着感情，有着对南京城市历史有
探索精神的后人。或许书中的史实会再一次被质疑，被推翻，这些在薛老看来，或许是大幸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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