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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南京·旧影秦淮》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六朝金粉，秦淮艳影；
虎踞龙盘，人文荟萃。
在叶兆言充满感情的笔下，秦淮歌女的命运，文人学者的风貌，紫金山的古树，玄武湖的碧波，抗战
烽火，民间生活⋯⋯南京在沧桑厚重之外，平添了亲切感和真实性。
350幅精挑细选的南京老照片，配以详尽而感性的文字解读，从各个层面对南京进行了直观的呈现，这
些永恒的瞬间，使已经逝去的人物、风景、事件，鲜活地再现于眼前。
在叶兆言的文字里，在老照片的画面中，南京的过往，仿佛触手可及。
█编辑推荐
★老照片留下一座城的百年风云，勾起多少记忆与想象
★全新装帧设计、全新图片处理，楚尘文化精制珍藏版
◆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的南京，历史悠久，曾经盛极一时，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东
西。
◆叶兆言是个“南京通”，在他极富感情的笔下，老南京的人和事显得鲜活生动，跃然纸上。
◆300多幅罕见南京老照片，与叶兆言的文字互为映衬，从多个角度，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立体、丰满的
老南京。
█媒体评价
叶兆言是读者公认的写南京最多也是最好的当代作家。
——《金陵晚报》
《老南京·旧影秦淮》唤起了读者们对于城市的历史怀旧，人们试图在黑白图像世界中，感受一个城
市的历史、文化和精神。
——《上海文化》
突破历史的藩篱，无意落人窠臼⋯⋯讲故事的人有想象力，就不难妙笔生花。
——《中华读书报》
通过叶兆言的文字，读者可以重新认识他的这些“邻居”（老南京的人和事）们，掩卷之后，情绪难
平，若有所思。
——《北京青年报》
（叶兆言）自己的写作，目的只是提供一个好故事，以此让读者进入真实的历史场景，“了解一些历
史教科书上没有的东西。”
——《江南时报》
叶兆言的很多作品都体现出对历史的追溯，微妙地刻画出人性和情感的形态，并加入自己对这段历史
看法的主观色彩。
——《青年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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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南京·旧影秦淮》

作者简介

叶兆言
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
得硕士学位。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创作总字数约500万字。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
《叶兆言作品自选集》以及各种选本。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
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
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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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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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相册
南京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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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南京·旧影秦淮》

精彩短评

1、有好些地方看不懂 都怪自己历史没学好.
2、比南京大学出版社版的《旧影秦淮》多了些图。
3、老城市 老照片 摄影 文化
4、在先锋花了三个小时畅快淋漓看完的一本书。作者语言轻松诙谐且富有感染力。书中更多的是那
一幅幅充满时间痕迹的照片。那些照片上的人物，永远活生生顽强地存在着，他们记录了过去年代里
短暂的一瞬间，这些短暂的瞬间，已经成为了永恒。
5、这是一个歌舞升平的都市，不适合定为首都。
6、另一版
7、图片蛮好 夹带的私货太多 无法认同
8、它静静的沉睡在书架中，教我一眼爱上。无关作者，非是书名，只为封面。旧影，秦淮，老南京
。如同画卷铺展开来的，是旧时南京幽雅而沧桑的历史。若流水不腐，唯繁华永逝，时光匆匆给人们
留下的只有这些落满尘埃的老照片，娓娓细数十里秦淮当年的繁荣娼盛，苦苦追忆独步妓坛的六朝金
粉⋯路漫漫其修远兮⋯改了颜色的秦淮河水，一如南京城内变了味的文化。旧发新颜的老南京给历史
留下了什么？是热闹依稀的谒陵仪式，是一枝独秀的中山大道，还是学风高尚的夫子庙？和平数字时
代长大的我们，再难识得当抵万金的家书，是进步？是遗憾？我们为什么要怀旧，大概也因我们不想
面对“眼前无路想回头”。
9、带着这本书去了南京，听叶兆言先生唠一唠嗑，低头看看书里老照片中的南京，再抬头看看眼前
的南京，就像朱自清先生说的：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
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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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南京·旧影秦淮》

精彩书评

1、这本书先是一次去南京的短暂停留中，在一家二楼书屋看了一半，又买了回来在家看了另一半。
这是一本关于南京这个城市的近代史，一张张老照片凝固的是那一瞬，作者又就着这一瞬给我们娓娓
道来了关于南京城的种种前世今生。了解了关于这座城的历史，才明白她现在的之所以如此。就像书
里作者点评南京与国内几所城市：辛亥革命以后，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要做官去北京，因为那里是北
洋政府的所在地，要发财去上海，因为那里是十里洋场，而真要读书，就到南京来，因为这里除了能
读些书，什么也得不到。读书成了南京这个古老的城市中优良传统的一部分，“三更灯火五更鸡，正
是男儿读书时”，这里是书呆子的天下。那时如此，现在恐怕也还是如此。历史在此落幕，繁华已经
退尽，唯有书卷文人气深深烙进南京的血脉之中。散落在民间的老照片是窥探过去历史的窗户，从这
一扇扇窗户，我们掂起脚来，可以遥望过去，可以展望未来。未来离开不了过去。那过去的一切，因
为已经成为过去，都将成为亲切的回忆。我喜欢翻阅民间的老相册，老相册里有太多直观的历史资料
，那些有时候看上去漫不经心的历史镜头，都是当它们已经永远失去，已经不可重复的时候，才会显
得出奇的珍贵，只有一切已经变得不可挽回之际，我们才会突然发现，那些看上去极不起眼的发黄的
老照片，那些落满时间痕迹的老相册，会突然爆发出谁也预想不到的生命力，在老照片面前，许多文
字都变得苍白，许多解释都显然没有必要。照片上的人物，永远活生生地顽强地存在着，他们记录了
过去年代里短暂的一瞬间，这些段在的瞬间，已经成为永恒。——这是书的最后一段，估计也是作者
对这些老照片和老南京感情的最好注解。
2、如今，南京的名气和地位，是难以和人们动辄提及的“北上广”平起平坐的。但是她的沧桑历史
的深度和广度，又岂是这三个城市可以比肩的？单凭一个“京”字，就足以和号称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的北京分庭抗礼。因此，对于南京的过往，就有了太多值得书写的地方。南京是个文风鼎盛
的古城，人文汇聚，即使在当代，这里也是个文人辈出、作家麇集的地方。秦淮艳影之都，六朝金粉
之地，大概对文人雅士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妩媚是她的一个侧影。从地理位置上讲，南京算是处在中
国版图的中心位置，古代很多统治者都对于这个地方情有独钟，远到孙权、刘裕，近到朱元璋、洪秀
全、蒋介石，都把这里作为统领四方的一国之都。帝王将相的踪迹，在南京随处可见。所以，说南京
市中国“古味”最浓的城市，一点都不为过。这不是叶兆言第一次写南京，但是却是第一次用老照片
的形式来解读和呈现南京。听他讲南京，就像在和一个南京人对坐闲聊，没有华丽的辞藻和过多的感
慨，有的只是一个南京人对南京的直描和真情流露。读完这本书，虽然不敢说对南京已经了如指掌，
但是看完这些文字和照片，对于南京的理解，会立即生动而立体起来。
3、在先锋花了三个小时畅快淋漓看完的一本书。作者语言轻松诙谐且富有感染力。书中更多的是那
一幅幅充满时间痕迹的照片。那些照片上的人物，永远活生生顽强地存在着，他们记录了过去年代里
短暂的一瞬间，这些短暂的瞬间，已经成为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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