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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名街》

前言

　　《江苏文化丛书·风物系列》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江苏建设文化强省、实施文化传承展
示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该系列计有《江苏名镇》、《江苏名园》、《江苏名宅》、《江苏名刹》、
《江苏名街》、《江苏名店》、《南京云锦》、《南京金箔》、《苏州刺绣》、《苏州桃花坞年画》
、《扬州漆器》、《宜兴紫砂》十二种，基本囊括了江苏物质和精神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各个方面。
　　何谓风物，六朝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在《游斜川》诗序中说：“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以致现
在的不少辞书仍然在将“风物”作“风光”与“景物”解，这当然是不够全面的。唐宋以降，风物又
加入了风俗与物产的内涵，如《通典》、《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无不将风俗物产列入到“风物”的
类别中。明清以后，“风物”的概念愈加宽泛，举凡风光、民俗、方言、物产、古迹、轶闻等，无不
纳入到“风物”的范畴中。至如毛泽东《和柳亚子先生》诗中有“牢骚太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句，则泛指社会上各类事物以及诸色人等的心态，这当然是更加自由而近乎浪漫的表述了。作为自
然景观与文化积淀的风物，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对风物的研究，离不开对特定地域、特定群体
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与生产方式的考察，此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江苏地处美丽富饶
的长江三角洲，自古风物清嘉，秀丽宜人。境内傍江临海，平原辽阔，江河湖泊密布，东海、长江、
太湖、洪泽湖在此汇集，苏北沿海海景壮观，苏南水乡风景婉约。江苏风景兼江湖河海之美，长江横
穿东西，江面辽阔，一泻千里。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连云港海阔天空，太湖烟波浩瀚，洪泽
湖碧波万顷。以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王安石为代表的历代诗人，在江苏留下了许多讴歌
山川秀美的不朽诗篇。　　江苏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我国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厚的省份之一。千
百年来，江苏人民依靠智慧和力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为我们留下了像徐州楚王墓群、南朝陵
墓石刻、苏州古典园林、明孝陵与明城墙这样闻名遐迩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苏
州刺绣和桃花坞年画、南京的云锦和金箔、无锡惠山泥人、扬州的漆器和雕版印刷、南通风筝和蓝印
花布、宜兴紫砂、常州梳篦、苏州和扬州的盆景，以及素有“百戏之本”美誉的昆曲等，都是江苏风
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的生动
局面，江苏文化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2006年，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
加快推动江苏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的目标，努力实现文化事业强、文化产业强和文化人才队伍
强，使江苏文化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几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文化战线辛勤
耕耘、奋力拼搏，取得了丰硕成果。全省文化事业全面繁荣，优秀文艺作品和文化人才不断涌现，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文化遗产保护成效显著；文化产业加快发展，龙头文化企业迅速崛起，全
省文化实力明显增长。《江苏文化丛书·风物系列》的出版，是我省文化建设的又一个喜人收获，期
望它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增进我们热爱家乡的自觉意识，为江苏文化建设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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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名街》

内容概要

《江苏名街(彩色图文版)》是《江苏文化丛书·风物系列》之一。《江苏文化丛书·风物系列》是江
苏建设文化强省、实施文化传承展示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该系列计有《江苏名镇》、《江苏名园》
、《江苏名宅》、《江苏名刹》、《江苏名街》、《江苏名店》、《南京云锦》、《南京金箔》、《
苏州刺绣》、《苏州桃花坞年画》、《扬州漆器》、《宜兴紫砂》十二种，基本囊括了江苏物质和精
神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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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以皇宫、官署命名的街巷
第二十章 以书院、学校命名的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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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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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成祖即位后，对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采取镇压和笼络两种手段，初步稳定了国内局势。在外
交方面，因洪武末年以来中外联系有所减弱，各国朝贡减少，明朝在海外诸国中的威望有所降低。所
以明成祖对外积极遣使，向外邦宣谕诏书，赐予财物，争取来朝。郑和下西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
下进行的。当时印度洋沿岸国家大都信仰伊斯兰教，南亚许多国家则信仰佛教。由于郑和信奉伊斯兰
教，懂航海，官职又高，因此明成祖选拔他担任正使，率船队出海。　　从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
德八年（1433），郑和先后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经东南亚、印度洋远航亚非地区，最远到达非洲
东海岸和红海沿岸。航海足迹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二三十个国家与明朝恢复
或建立了外交关系。在郑和（图031）的航海活动中，他认真研究和分析航海图，刻苦学习有关天文地
理、海洋科学、船舶驾驶与修理等方面的知识技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航海家。他的七次远航
，船队超过200艘，其宝船的载送量达到1000多吨，船队总人数达二万多人，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在郑和出发87年之后，意大利人哥伦布才于1492年横渡大西洋，到达被他误认为是亚洲岛屿的美洲新
大陆；92年之后，葡萄牙人达，伽马于1497年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沿着郑和当年开辟的航线抵达
印度西海岸：116年之后，葡萄牙人麦哲伦穿越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后来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麦哲伦
海峡”。郑和比他们足足早了一个世纪，在世界航海探险运动中处于当之无愧的领先地位（图032）。
他为加强中外友好往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得到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怀念和尊敬。　　郑和后来过继
了长兄马文铭的长子为嫡子，世袭锦衣千户侯；居南京三山街（今马府街）马府。郑和在世时，马府
的规模很大。现紧靠马府街的郑和公园，就曾是马府的私家花园，旧称马家花园。直到太平天国以前
，郑和府邸仍有房屋72间，后由于太平天国战火被烧得荡然无存，因而现在人们对郑和府第的确切方
位、面积以及原貌等均无法查实清楚。世人只知道郑和曾住在马府街一带，郑和的后裔也一直居住在
这里，但当年郑和府邸的确切位置尚不清楚。　　郑和公园位于白下区太平南路的中段东侧，原名郑
和府邸花园、太平公园。1983年考古学家在南京太平公园出土郑和府邸遗物，有龙泉窑瓷器、宜兴紫
砂、景德镇青花等。1985年5月3日为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太平公园更名为郑和公园。公园占地2
，2公顷，建筑面积2100平方米。公园内有古色古香的双抱亭、优雅的长廊和庭院式的郑和纪念馆。郑
和纪念馆位于公园的东南隅，为一组以两层楼的展览厅为主体、附设学术讨论馆与六角亭的仿明代式
样的建筑群。庭院内绿茵覆地，翠竹掩映，叠石喷泉，长廊环绕，呈现出典型的江南园林特色。馆内
陈列有《郑和下西洋文物资料展览》。在2005年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郑和公园进行了大规模
的改造扩建，面貌为之一新。　　在南京，与郑和有关的史迹还有龙江宝船厂、静海寺、天妃宫等。
龙江宝船厂位于鼓楼区江东街道三汊河中保村一带，是目前已知的明代唯一的官办造船遗址，原有船
坞（古称作塘）七座，现仅存四、五、六作塘。近年来考古专家对宝船厂第六作塘船坞遗址进行了抢
救性考古挖掘，不仅获得了一份完整、科学的明代造工场的珍贵资料，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一
举揭开了明代皇家造船厂的神秘面纱。目前在宝船厂遗址处规划兴建了宝船遗址公园，以期再现当年
宝船厂的繁忙盛况和恢弘气势。　　郑和墓位于江宁境内的牛首山附近。现在的郑和墓是1985年在原
墓址上改建的（图033）。传说郑和病逝于航海途中，由于遗体实施了海葬，船队仅带回了他的衣物，
被明宣宗赐葬于此。当地人称之为“回回山”，称墓为“马回回墓”。墓园外观呈马蹄形，土质墓包
则是长方形，南北长：300米，东西宽60米，高约8米。墓按伊斯兰风格修建，整个墓形是“回”字形
，墓盖上刻有云锦莲花瓣和阿拉伯文字。墓前台阶有4组、7层28级，寓意郑和7次下南洋，历时28年。
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现今尚存有“三宝垅”、“三宝井”等遗迹，也是为了纪念郑和而留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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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名街》

编辑推荐

　　《江苏名街（彩色图文版）》走进城市的大街小巷，可以最深刻、最直观地感受到城市的发展脉
搏和深厚内涵。古老的街巷与城市的历史一样悠久，它们记载了城市发展的轨迹。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在街巷中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留下了淳厚的文化精神。城市的文化也因此不断沉淀，
最终形成了城市独特的文化遗产，厚重而韵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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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兴拆建的今天，寻觅一些遗存，变的艰难，那就看看书吧
2、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以街道为视角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新鲜。
4、扬州园林代表个园清代嘉庆年间黄至筠在明代“寿芝园”旧址上扩建而成，何园是清光绪年间所
造；苏州沧浪亭始建于五代吴越时期，北宋庆历年间整修成形；狮子林元代至正二年所建；拙政园始
建于明代正德年间；留园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说仿造拿点实例出来啊，一笔带过就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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