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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城记忆》作者选取中国十座耳熟能详的名城和十座安详宁静的小城，层层铺开，娓娓道来。《名
城记忆》旨在为中国的名城画像，为读者重现那些值得回味与眷恋的名城记忆，探求并继承城市的内
在精神，为城市的人文积淀再描美好前景。《名城记忆》并不是单纯地沉湎于怀念过去的辉煌，而是
呈现出这些城市各种交错的画面，来体现它们在岁月沉淀和历史积累中所蕴藏着的文化力量。在新与
旧、虚与实的对比碰撞中，引领读者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其深沉郁挫的笔调不仅浸染着这些古老
名城历史的沧桑和沉重，而且渗透着作者对现实的思考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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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烛：原名王军，南京人，现任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被《女友》杂志评
为“全国十佳青年作家”；曾获徐志摩诗歌奖、老舍文学奖散文奖, 央视电视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
《萌芽》文学奖及《中国青年》、《诗刊》、《星星》等奖项。
出版作品有：《北京往事》《老北京人文地图》《游牧北京》《永远的北京》《颐和园：宫廷画里的
山水》《与智者同行》《晚上8点的阅读》《你是一张旧照片》《我的灵魂穿着草鞋》《梦游者的地
图》《抚摸古典的中国》《冰上舞蹈的黄玫瑰》《拆散的笔记本》《舌尖上的狂欢》《中国人的吃》
《闲说中国美食》等。其中《中国美味礼赞》《千年一梦紫禁城》《北京A to Z》等在日本、韩国、
新加坡、中国台湾分别有日文版、韩文版、英文版及繁体中文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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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找不着北京 在北京，当地人有句流行语：“找不着北”。大意指摸不着头脑或迷
失了方向。我想说的是：我找不着的是北京。明明身在北京，我却找不着北京了。 仅就我移居这座城
市的近十几年来说，其面貌就发生了多少变化：星辰般的立体交叉桥平地而起，环城公路以惊人的速
度拓展着年轮，林立的高层建筑使天空变得低矮，与之相伴随的是古色古香的老城区的萎缩与破碎。
北京现在还是有胡同与四合院的（文物部门特意要求保留的），但其越来越像聋子的耳朵了，仅仅是
摆设而已。很多留有我往昔脚印的地方，刚疏忽了没多久，再去光顾的话，就认不出来了，唯一没变
的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老地名了。这是一种类似于敲错了邻居家的门的尴尬。真的想不到啊：在自己
生存并且一向以为了如指掌的城市里，也会迷路，也会神情恍惚。我算是佩服你了，跟我捉迷藏的北
京，变什么像什么的北京。 当然，更别提与老舍的时代相比了，与康熙王朝相比了，与忽必烈汗的元
大都相比了。老舍虽是北京通，回来的话，若不向街坊打听，也摸不着自己曾经坐落在正红旗下的家
门的。北京变成了一座恐怕连老舍都要问路的迷幻的新城。 查阅北京的史料与绘图（包括乾隆时期的
城区地图），我感到眼晕：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必须掂量一下，才能猜测出往事的遗址在今天大致
所处的位置。慈禧算一位爱照相的太后，由她开始，关于老北京的照片多了起来，从颐和园、圆明园
、紫禁城，延续到民间的菜市口、永定门呀什么的。这些老照片帮助我们获得了对一个世纪前的北京
的直观印象，同时也唤起了更大的遗憾：整整相隔着100年啊，这里面冷藏的许多建筑、景物、风俗，
都已海市蜃楼一样消失，再也找不到了。 自然，北京并没有变得空白，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密集的星级
饭店、超级市场、学校、写字楼、电影院以及应有俱有的现代化设施。然而我时时有空虚的感觉。在
都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北京一点儿不比那些最初远道而来的摄影师们的故乡逊色，但这也正是令人担
心之处：它是否在形象上快要变成第二个巴黎、第二个伦敦？它是否在逐渐丧失自我？跟其最初出现
在西方人镜头里的原貌相比，北京越长越洋气了，简直判若两人。这是一个染发、搽口红、扮酷的北
京，一个开始偏爱燕尾服或牛仔裤的北京。越来越难找了：旗袍上的暗花纹、中式马褂的布纽扣、高
绾的发髻与低垂的云鬓、原汁原味的唱腔、明眸皓齿的本色⋯⋯ 北京仿佛有两个：一个是往事里的，
一个是现实中的，共同构成它的黑夜和它的白昼，它的梦和它的醒，它的传统和它的叛逆。用俗话来
说，这就是老北京和新北京。我也说不清楚：更爱哪一个？也许，一个都不能少吧，它们唇齿相依，
正是在相互的比较中增添着各自的魅力。失去任何一个，都会打破这种近乎完美的平衡，都会令另一
个失重或倾斜。 我个人的心愿也许是太奢侈了、太不现实了、渴望能同时拥有两个北京，享受其双倍
的美感。可问题在于：其中的一个正在蚕食着另一个，这座频频改建的城市正在滑向单调的边缘。应
该加以阻止，哪怕是用一篇文章、一本书，甚至一声呼吁。就像半个世纪前建筑大师梁思成所做的那
样。 梁思成申请保留危在旦夕的北京城墙时说：“苏联斯摩棱斯克有周长为七公里的城墙，人称俄国
的项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毁于战火，全苏联人民献出爱心来修复了它。北京的城墙不能仅仅叫做‘
中国的项链’，而应该是‘世界的项链’。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
我们已经继承了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现在怎么能够毁坏它呢？”这条项链虽然不以其个
人意志转移地被摘去了，但它肯定会感动于一个书生的挽留。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遥遥的声援：抢
救的行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算晚，都是必要的姿态！我以文字的形式来表达寻找的心情，寻找那失去
的项链，包括那个戴项链的贵妇人⋯⋯我在搜索着灰烬里残存的记忆。

Page 6



《名城记忆》

后记

城市之书人类的社会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乡村与城市。说得更确切点，这是两种性质的文明。而我们
恰巧生存在文明的夹缝。我同意英国诗人库泊的看法：“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乡村
是城市原始的母亲，城市则是人类亲手缔造的天堂，至少可称为对天堂的模仿。天堂是神的家庭，风
调雨顺，四季如春。当无神论开始取代宗教，城市也就取代了天堂在人类想象中的位置。热爱城市就
等于相信天堂，这人间的天堂建立在开阔的地平线上，充满神性。在自己的天堂里，人类丰衣足食。
每一座城市的地基，都填充着一部被湮没的历史，那在街道与楼群间呼啸的风是时间的呼吸或回声；
而城市的每一块砖瓦，都留有人类的指缝。如果说乡村是从上帝手中继承的遗产，城市则灌注着人类
自身的灵感，是以智慧及劳动兑现的神话。世界上还有什么艺术品，能像城市一样博大、丰富，抑或
比城市更能满足人类的自豪感？那巨人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通过公路、桥梁、工厂、政府、学校以
及银行⋯⋯获得更圆满地发挥。城市是天堂的缩影，是人类创造神话的作坊。这就是我对城市的感情
：谦卑，进而膜拜。人类创造了城市，城市又推动了人类的历史，使之提速、升级，变成神话中的神
话。今天晚上，我，一位惠特曼式的现代行吟诗人，漫步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构思一首城市的颂歌。
乡村的民谣早已过时了，城市以君主的姿态出现在我的视野。田园风味的口哨，在轰鸣的汽笛面前是
脆弱的。我是一个乡下佬，但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在城门的位置我会下意识地蹭蹭沾满泥水的草鞋
，恢复了儿童的天真与虔诚。城市的面孔永远洋溢着家长式的尊严，它的睿智、它的高贵，是我们百
读不厌的课本。我像个从偏僻的山区投奔而来的远房亲戚，瞻仰城市的光荣与梦想，臂挎的灰布包袱
装满青草气息的诗稿，作为唯一的礼物。家乡没有霓虹灯，田园诗人无法掌握城市的钥匙，有一道看
不见的交通规则，专门用来制约方言与口音的。这就是我对北京的第一印象，记忆犹新。我一直以外
省青年的身份，隔着纸张、空气与歌声热爱北京。这毕竟是一座皇帝住过的城市。贵族式的宫殿平民
化的胡同与四合院，共同掩盖住它的特殊性：在中国，这是城市中的城市，城市之上的城市。它令我
联想到唐朝的长安，宋朝的开封与杭州，以及明朝的金陵等一系列古老的地名。哦，祖国版图的心脏
，黄金时代的证明。我还会联想到雅典（拜伦有诗《雅典的少女》）、罗马（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
马”）、佛罗伦萨（徐志摩将这座文艺复兴花园音译作“翡冷翠”）、伦敦（狄更斯的《雾都孤儿》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城市）、巴黎（浪漫主义的象征）、耶路撒冷（宗教的圣地）、伊士坦布
耳（旧称君士坦丁堡更美）⋯⋯人类的历史使一座座城市出名了。星罗棋布的城市的名字，贯穿于任
何版本的历史教材，闪烁永恒的光芒。这已构成文明的结晶。如果将其一一剔除，人类的往事会何等
苍白。名城与名人一样，推动了历史的竹筏，记载着永不冷却的光荣与梦想。它们是城市中的英雄，
时间的英雄，有多么风流的身世就有多么厚重的档案与爵位。或许，我无法一一计算地图上所有城市
（包括那些过路火车只停三分钟的无名小镇）。但我仍然为它们而骄傲。对于它们各自的居民来说，
每一个都是唯一的，不可代替，每一个都赫赫有名。“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镇，请别忘告诉我的家
人。”（罗大佑歌词）许多人心目中家乡的概念，常常就是一座城市朴素的名字。我们也会说：他是
哪儿的人（譬如苏州人）。这等于在承认：他的生命至少有一半是属于那座特定的城市的，哪怕他周
游列国，在许多座城市留有迁徙的履痕。如果有从未进过城的乡下人，那么也会有终生未离开过自己
的城镇的小市民，那座城市的名称，简直代表了他的一生。坐过火车、轮船、长途汽车的旅行者是幸
福的，但那些从未体验过流浪、与自己的城市相依为命的人同样是幸福的，他们的根，从未脱离过本
土。在他们心目中，这座城市（哪怕再狭小）就是世界，就是一生，就是他个人的历史。所以每一座
城市的名字，都不该被怠慢的，是人类记忆粮仓里的谷粒。城市是乡村的邻居。乡村是城市的边疆。
生活在城市里，阳光与水源充足，乡村就显得无限遥远了。即使走在今日之农村，也会感受到怀旧的
气氛。怀念愈趋衰竭的农牧业文明？而城市象征现实与未来，激发着人类的憧憬。如果根据传说来猜
测，人类的第一座村庄是伊甸园（只有两位村民，亚当与夏娃）。那么我们还可以使想象力更丰富一
点：第一座著名的城市是特洛伊，因为荷马史诗而流芳百世。荷马堪称人类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大诗人
（他注定为歌颂一座城市而诞生），描述了最古老的一场战争。特洛伊是这样一座城市：与爱情有关
，也与战争有关。这座城市美丽的女主人叫海伦。为美而宣战，兵临城下，直至玉碎宫倾，《伊利亚
特》是人类最古老的城市传记，或城市史诗。在高楼里拧开自来水的龙头，我闻见了工业社会的气息
。自来水与电灯，是城市最初区别于乡村的地方。乡村古典的月亮只有一枚，城市的灯火却有无数盏
，足以构成地面上的星空。当人可以创造光明的时候，天堂就不仅仅是神话了。“我歌唱带电的肉体
”——读惠特曼的这句诗，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座灯火通明的城市。是谁的手从莽原上清理出一小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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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地，城市顿时积木一样堆砌起来了：教堂、商店、议会、手工作坊、邮局、医院、旅馆、水塔、车
站、发电厂，我知道该各自安排在什么位置。这是一具布满齿轮的躯体，我是其中会唱歌的一个零件
，我随风而去的诗稿是撒在城市上空的传单。如果空袭警报响起，城市忽然停电，从边缘开始，一条
街道接一条街道，一幢楼接一幢楼，相继沦陷入亘古的黑暗。这时候，诗人只能用手去触摸城市的面
孔，而更远的星空，则像一座属于神祗的高不可攀的城市⋯⋯城市是严肃的。而某些时候，一场不宣
而战的雨，就能给城市带来浪漫主义，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金钥匙。古
老的围墙与城门拆除了，但金钥匙依然保留。钥匙上的锯齿是绵延的群峰，是山盟海誓。这是我个人
的幻想：随着右手轻轻扭动，咔嚓一声，这座城市所有家庭的门锁都豁然开启，像服从冥冥之中阳光
的神谕。或许所有钥匙都是同一把钥匙的复制，所有的家庭都欢迎着同一位解放者，城市深幽的时空
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打开了。诗歌征服了一座城市。在我的手指触及琴弦之前，音乐就诞生了。它使
一座城市的行人都停下脚步，等待我的手势。我的手势是世界的悬念。城市从来不做白日梦。我的夜
晚是属于城市的。我在靠近市中心的一幢塔楼里写诗，周围高楼大厦那一扇扇窗口的灯火相继熄灭，
一切沉浸于寂静与黑暗。我相信自己是最后的哨兵，在站着最后一班岗。当这首城市的颂歌快要结尾
的时候，我一抬头，察觉落地窗帘的缝隙透露出浅浅的鱼肚白，甚至隐隐听见楼下的露天街道响起黎
明送奶车的摇晃声。就像一趟沉睡了一宿的火车初启动，车厢彼此碰撞，咣地一声震颤——我的眉峰
微微皱紧，意识到，在生活的轨道上，城市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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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城记忆》

精彩短评

1、凭着“不出门品味古老名城的记忆”这句广告语，我买了洪烛老师的一本新书《名城记忆》，好
厚啊，果然贵。希望能物有所值，不过洪烛老师的博客以前我读过，他也写了不少好书，应该值得信
任。如果《名城记忆》不好读，就跑他博客上留言去，嘿嘿。散文大家的书，是该买一本，散散心去
。
2、还行，跟想象的一样，我会好好读的。
3、刚看完北京部分，作者是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展开对城市的描写和抒发个人感情，很容易
让读者产生共鸣，也有很多知识点，能吸引我继续往下看，不错！第一次从亚马逊买书，商品的发货
速度和包装比当当网要好一些，以后买书就在亚马逊了。
4、原装正品，包装的很好，没有破损，
5、厚重的古城墙弥漫着迷迭香般的历史
6、很好读的一本书，讲述城市的美丽，讲述城市的魅力，讲述城市的记忆
7、每座城市都有她丰富的文化底蕴，有辉煌有沧桑
8、平时安静闲逸时候总是品读一些书籍，这些天读过了《名城记忆》，写得真的不错，并且和作者
在微博上互动了下，呵呵，也是一种非凡体验呐~
9、带我游曳在这些名称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文字很有质感，有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
10、开篇写的还过得去，后面就越写越敷衍了
11、喜欢城市文化的可以买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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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城记忆》

精彩书评

1、拿到这本书后，我就爱不释手了，书的内容通俗易懂，作者写得很棒，绝对让你有一口气读完的
冲动。并且还配有精美的图片，这些图片可都是珍藏级的。另外，书的封面、装帧设计都做得相当完
美了，是一本好书，值得好好收藏！
2、《名城记忆》铭刻下人们对每一座名城的怀念和留恋，比如大宋都城开封，就有《清明上河图》
、相国寺、包公等无数记忆；比如秦淮河畔的南京城，有中华民国、太平天国、明帝朱元璋朱允文等
无数故事；比如《水浒》中的梁中书待过的北京城；比如开埠不过百余年的上海滩；比如玉树灾后的
前世今生⋯⋯读每一段文字，都是一段记忆；而每一段记忆，又都镌刻着共鸣。
3、我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非常有审美感和艺术感的女生，但是我真心的喜欢这本书。这本书名字美
，内容不错，让人有一种宁静感。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这种书对于身心陶冶非常有价值。书做的
不错，装帧也很好，非常细致，真心喜欢。推荐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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