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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秦淮》

前言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国城记”系列书籍，我以为十分及时而且很有意义。古希腊先
哲亚里士多德曾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1800年,全球
仅有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07年，全球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口已经超过了50％。据联合国预测，
到201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55％，全球城市化正在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之所以说是关键时期,
是因为全球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规模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21世纪,国际关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大
趋势是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把这些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人类历史上，没有
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国家崛起的先例。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工业化和城市
化齐头并进。全球城市化的规模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这就使城市的问题成为当前人类所关注的一
个大问题。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世界博览会历史上第一个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在上海举行。国
际展览局的会员国支持在上海举行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世博会绝非偶然，这表明，世博
运动是追逐人类历史的大趋势的。“中国城记”这套丛书的特点是由一批外国作家来描述中国的城市
。中国城市文明的历史十分悠久，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几千年没
有中断。城市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第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城市是临淄，就是中国成
语里说“摩肩接踵”的地方；世界上第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也出现在中国，那就是长安。今天中国的
大中小城市都在发展。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世界对它们的了解可能多一点。“中国城记
”系列书籍所瞩目的南京、昆山、南通、无锡等城市可能了解得少一些,因而更显出这套丛书的价值。
外国作家熟悉他们读者群的理念和思路，在世界聚焦城市这个主题时,这一套丛书必定会有助于外国公
众更好地了解中国城市和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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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秦淮》

内容概要

《悠悠秦淮(中文版)》内容简介：我去过许多地方，但南京确实让我感觉与众不同。在这里，你不仅
可以游览旅游景点，更可以细品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哪怕只是停留短短的几个小时，你都
能感受到这座美丽宁静的城市拥有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这是我对南京的第一感觉，我想，其他游客
对南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当我乘坐秦淮画舫，看两岸古今辉映，当我漫步在幽静的林荫大道，当我逡巡在老城古径。我总希望
时间能够停止，让我在这里多停留一段时间。遗憾的是，作为一位旅行者，我很少有机会在一个地方
待很长时间，去完全融入这个城市。
我希望，《悠悠秦淮(中文版)》可以帮助你了解南京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我更希望，我的文
字和图片能够帮助你感受那些深藏在历史文化背后的瑰宝。那么，我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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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秦淮》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鲍博 译者：徐昕 等鲍博，2003年来中国拍摄一个纪录片，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为他以
后的中国之旅铺平了道路。他是一位成功的媒体工作者，拥有长达10年的媒体工作经验，从事摄影、
电影拍摄和多媒体制作。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鲍博对中国的故事尤其充满着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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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秦淮》

书籍目录

秦淮悠悠千古流书香阵阵话春秋民风民俗代代传才子佳人烟与月佛光普照众生笑昔日古都今更盛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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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秦淮》

章节摘录

插图：在中国历史上，南京几度成为政治和文化中心。从过去100年前后到新中国成立，各种悲剧的上
演为南京蒙上了阴影。然而，无论今天还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里，这都是一座美丽而充满奇迹的城市，
你可以通过秦淮河这一历史文化名河窥见一斑。南京建城史绵延2000多年，公元前472年，越王在秦淮
河边的雨花台下筑越城，公元229年，东吴在此建都，史称建业。而后历经沧海桑业、朝代更替，东-
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乃至明代早期皆建都此，南京总是江南繁华之地，秦淮河两岸金
粉楼台，鳞次栉比，而河中画舫凌波，浆声灯影，至明朝时则达到全盛。而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
定都南京。南京历史是一部中华文明史，秦淮河成为这一历史的珠链。南京的文明则亦起源于秦淮河
畔。南京早期的历史奠定了南京的重要地位，这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与河姆渡文化同期，南京秦淮
河畔的湖熟镇，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湖熟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发源地。大约公元前500
年至公元前200年间的战国时期，南京由于其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成为群雄逐鹿、兵家必争的地方
。大批部落群体和勇士相互斗争，政权不断获得而后丧失。但南京的历史在争斗中建立，南京的文明
在争斗中获得进步和发展。对于座落在蜿蜒秦淮河与广阔长江交界处的这片胜地，是想成就霸业、巩
固其领土统治权的人们梦寐以求的。从公元229年A589年，先后有六个汉族政权在南京建都，史学家
称为六朝时期。那时，众多的经济、文化基础的建立，促成了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丝绸生
产和其他一些工艺产品开始大量涌现，使南京被誉为“衣履冠带天下”。那时活动于南京一带的学者
，如王羲之和顾恺之，为中国独特的书法和绘画技艺奠定了基础。据说，许多人精心选用兔毛做毛笔
，最早是起源于南京。至元、明朝代，南京一带大量涌现出以山羊毛制作的羊毫笔，其在表达中华书
法，绘画的特殊韵味上，拥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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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秦淮》

媒体关注与评论

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
诚难觅此佳境也。　　——孙中山 近代民主革命家我是南京人，看到南京的变化是非常兴奋的。我原
来住在丁家桥，很多地方现在是面目全非，不一样了，这是很大的变化。回到南京，一种故乡的亲切
感油然而生，很高兴。　　——吴建民 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想到南京，我总会想起梧桐树，忆起在新
西兰的生活，和南京一样，奥克兰市街道边也栽种着梧桐，夏日人们走在树荫下倍感清凉。我最喜欢
在紫金山明孝陵的神道上散步。神道旁的石兽因为无数孩童曾经骑在上面而变得光滑无比。　　——
司徒安 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原主席对南京这个城市，我有很深的感情，应该说.作为六朝古都，中国
有太多的历史故事留在了这个城市。我每次走在南京的街道上.觉得每一步踩下去都会惊动一个故事。
　　——于丹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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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秦淮》

编辑推荐

《悠悠秦淮(中文版)》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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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秦淮》

精彩短评

1、　　借我一双慧眼，看一看中国
　　——读“中国城记”丛书两册
　　
　　范典/文
　　
　　
　　
　　外国人写中国城
　　
　　�
　　和出版社一位朋友聊天时，他说最近忙于出版政府的一套书，忙得焦头烂额，然后翻出那套书来
，我一看，包装精美、纸张高档，算得上是礼品书一类。实则，我并不太喜欢这类书，有一次，园林
局朋友送我书，翻开俱是彩色风景图，配以极简文字，还有领导视察的照片。这种书，对我来说真是
犯了难，搬家时嫌它重、弃之又可惜，常常不知如何办才好。所以，外文出版社新近出来的这套“中
国城记”丛书，初初给我的印象不过如此。
　　�
　　这套丛书由外国人来写中国的城市，确有其不可取代的独特之处。时常于旧书摊上见到近代中国
人或外国人写异国他乡见闻，像英国作家毛姆曾写过《在中国屏风上》的随笔，把上世纪20年代的中
国作了匆匆一瞥，但其文字细腻生动，将当时中国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面貌勾勒得纤毫毕见——没
人知道，这些文字竟然是他在简陋的客栈用黄毛边纸仓促记录下来的，成为日后见证历史的鲜活证据
。当然，毛姆是小说大家，关注人本，在文字中不无流露出嘲讽、讥笑、蔑视等情绪来——这倒形成
一种个人化的无可替代的观感。在他后来小说《面纱》中，也将一对英国夫妇与中国桂林连接起来，
产生了激烈碰撞，在宣扬了爱情同时也暗讽了中国当时的腐败官僚。又如蒋彝先生新近出的“城市画
记”类书，是用一支中国人的画笔去画伦敦、爱丁堡，这些同样也用独特方式记录下了当时心境和当
时的城市面貌，令人印象深刻。我以为“中国城记”也是这般令人印象深刻，因其具有独特而尖锐的
视角。其实不然。
　　
　　
　　骨格清奇非俗流
　　
　　�
　　在已出的几本书中挑了两本来看，《悠悠秦淮》与《昆山轨迹》，这两地挨得近，以致书也像是
一母同胞生的，只是细看，发觉有不同之处，内里纸张一为铜版纸，一为亚粉纸，价格亦有较大出入
。于是抹抹朦胧眼，试图像林妹妹发现贾宝玉“骨格清奇非俗流”般去看这两本书。
　　�
　　两本书作者皆为美国人，《悠》的作者鲍博是一位拥有长达10年的媒体工作者，他来中国拍摄纪
录片时迷恋上了中国，作为一名文字工作和视觉呈现的美国人，他看待南京这座曾为六朝古都的城市
，又是怎样的角度？而《昆》的作者艾那·唐根，是一位美国投资银行家，现已在中国开拓他的事业
重心。那么他看待昆山这座崛起中的小城市又是怎样的呢？
　　�
　　在我看来，鲍博在《悠》一书中最后的“致谢”中说明了一切。也即“参与”到此书创作当中的
作者，并非他一人，还包括编辑、专家、翻译、导游、艺术家、学者、市委领导⋯⋯数之不尽，这当
然是好事，一个外国人单枪匹马闯中国，信口胡说怎么行？但是什么都说，也未免缺失了自己的个性
吧。这书便是从很多方面集中来呈现南京这座城市的，回顾了历史的细节、人物，呈现了现代的文明
、古迹，书中插图皆为精美摄影作品，夫子庙凛风摇曳的铜钱、云锦上繁复细密的图案、秦淮河畔灯
影璀璨的风姿⋯⋯一砖一瓦一草一叶都灵动起舞。第一印象：很美。但如若来做减法，脱掉硫酸纸外
壳、撇去精美图画，将其凝缩成双胶纸平装小册，就会发现，它实则更像一本导游手册。许多打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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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秦淮》

球的内容，比如昆曲这一章，可能在他人建议下补充进去，因“昆曲”明明发源于昆山，可归为《昆
山轨迹》这本书，而据我所知，南京当地有种濒临绝迹的曲种“白局”却在书中只字未提。
　　
　　�
　　城市地图的个体解读
　　
　　�
　　鲍博作为一介外人，他有局限性，他的所观所录都是常人、游客感兴趣的，至于那些文化和历史
，只是他在资料基础上的再临摹，算不得他的见解。每一章承载的内容并不厚实，基于普及教化的程
度，倒是有一章较为独特：《才子一天的生活》，像是作者在信步夫子庙时随感写就的小说，倒颇具
情趣和想象，将当时考生寒窗苦读、于秦淮河畔参考时一天的心理拿捏得贴切形象。这一出软性的文
字，竟较之那些硬性的数据、资料的显示更得我心。换角度想，也正是这些软性文字是真正发自作者
内心深处，是他解析一座城市的个体观感，读这样的书，正是要发现我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如果一切
都是“和谐”表面，何需外人来看，历史自动会留存。幸而这样的书没有彻底泯灭其特殊性，否则将
一无是处。
　　�
　　到艾那·唐根的书中，昆山堪比一座经济腾飞的大城市，始初，阅其文字确有我上述提到的个体
见解与对比，非常不错——这也是他与鲍博的区别，唐根更注重采访实录，注重经济发展、金融态势
等问题的挖掘，这与他作为金融顾问一职有很大干系，而鲍博更像是艺术家，注重人文意识的探究。
在唐根的书中，前面资料的整合迅速掠过，紧接着便是对艺术工作者、政府领导、企业领头人的采访
，当那么多世界著名品牌的产品落户昆山，你实难想象20年前还是贫穷农业小县的它，如今已高居中
国百强县之首。而唐根采访的这些人都是此发展过程当中的见证人，所以书中就少了许多像鲍博那样
大张旗鼓的风景、美食照片，而多了政策解读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探讨——这正是唐根的独特之处，他
将自己关注和感兴趣的方面都记录下来，成为一种用以借鉴的资本。但实际上，对于我这样的读者而
言，未有太大兴趣，缺失趣味性是此书最大的遗憾。
　　
　　�
　　城市的个性与发展
　　�
　　犹记得曾任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曾倡导的“压缩饼干式的发展”及一系列放大阴暗面的举措，这
个争议人物使这块拖后腿的土地迅速开掘出一股英气，其中风风雨雨也只有领导者自己深切体验得到
。当发生金融危机时，领导者的决策和高效的政府管理，塑就了一座城市的人文精神态势，也许正如
书中提到的“2007年，昆山市政府组织了一次活动，向昆山人征集对城市精神的概括，最后得到这样
的答案：‘开放、融合、创新、卓越’。”
　　�
　　我想，这正是南京及昆山这两座城市带给两位国外友人的印象，鲍博更在于视听食等官感方面的
领略，而唐根在于分解一座城市飞腾的内在发展基因。这是他们个体解读一座城市的心得，更是对中
国经济发展的一种见证。也许他们做不到像赛珍珠或者毛姆那般，用小说家的语言勾勒阴影中的美，
也许外国友人眼里的中国发展之快的确超出想象，以至于他们不断加入中国国籍并从小学习汉语，也
许一本书的容量不过如上海世博会中一座展馆，只是匆匆一眼，来不及细读它的方方面面，然而，它
确实以庞大之躯盘桓于视野之外，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精神文化，有自己悠久历史和经久不衰的生命
力，就等你如何发现和如何看待。
　　�
　　用毛姆的话来说，就是“借助你的想象，你能够把中国人当作你的一部分，但这些人对你来说毕
竟是陌生的，正如你对他们也是陌生的一样。你没有线索可以破解他们的神秘。他们与你即使有诸多
的像也帮不上你多大的忙，而毋宁更说明他们与你的不同。你依然像看着一堵砖墙。你无所凭依，你
不知道他们最基本的生活状况，于是你的想象就很受挫。”——这大概也就是这两本书所遭遇的一些
困惑和无奈吧，外国人再怎么读中国，总会隔着一层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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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秦淮》

　　
　　
　　——已节选刊登于《南方都市报》
　　
2、读书时的心情跟书名一样，怡然自得、悠闲自在。。。。作为南京人，更作为一个秦淮河畔长大
的孩子，本不曾了解过多的南京内涵，大篇传说+可口的小吃+历史古迹这便是对南京的狭隘的认识，
然后，读罢此书之后，我不仅感受到了金陵古城之都的风采，更加体会到了世博江苏周的主题词：吴
韵汉风，人文江苏。。。。
闺中蜜友聊天时，问我该送什么给他远行的领导，我第一个想到了《悠悠秦淮》，精心的设计、写实
的图片、奢华的文字。。。无一不是馈赠佳友、宣传南京的必备佳品，呵呵 ，吾爱南京！
3、大幅的图片加以简要的说明。介绍南京城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之所以感兴趣，大概是因为自
己的故乡缘故。
4、是因为爱南京吧 才看的这书
我承认这是本教科书吧 
不过我还算梳理了一下对南京的感情
因为恰好 我晚上就要去了
hi 南京 我回来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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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借我一双慧眼，看一看中国——读“中国城记”丛书两册范典/文外国人写中国城和出版社一位朋
友聊天时，他说最近忙于出版政府的一套书，忙得焦头烂额，然后翻出那套书来，我一看，包装精美
、纸张高档，算得上是礼品书一类。实则，我并不太喜欢这类书，有一次，园林局朋友送我书，翻开
俱是彩色风景图，配以极简文字，还有领导视察的照片。这种书，对我来说真是犯了难，搬家时嫌它
重、弃之又可惜，常常不知如何办才好。所以，外文出版社新近出来的这套“中国城记”丛书，初初
给我的印象不过如此。这套丛书由外国人来写中国的城市，确有其不可取代的独特之处。时常于旧书
摊上见到近代中国人或外国人写异国他乡见闻，像英国作家毛姆曾写过《在中国屏风上》的随笔，把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作了匆匆一瞥，但其文字细腻生动，将当时中国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面貌勾勒
得纤毫毕见——没人知道，这些文字竟然是他在简陋的客栈用黄毛边纸仓促记录下来的，成为日后见
证历史的鲜活证据。当然，毛姆是小说大家，关注人本，在文字中不无流露出嘲讽、讥笑、蔑视等情
绪来——这倒形成一种个人化的无可替代的观感。在他后来小说《面纱》中，也将一对英国夫妇与中
国桂林连接起来，产生了激烈碰撞，在宣扬了爱情同时也暗讽了中国当时的腐败官僚。又如蒋彝先生
新近出的“城市画记”类书，是用一支中国人的画笔去画伦敦、爱丁堡，这些同样也用独特方式记录
下了当时心境和当时的城市面貌，令人印象深刻。我以为“中国城记”也是这般令人印象深刻，因其
具有独特而尖锐的视角。其实不然。骨格清奇非俗流在已出的几本书中挑了两本来看，《悠悠秦淮》
与《昆山轨迹》，这两地挨得近，以致书也像是一母同胞生的，只是细看，发觉有不同之处，内里纸
张一为铜版纸，一为亚粉纸，价格亦有较大出入。于是抹抹朦胧眼，试图像林妹妹发现贾宝玉“骨格
清奇非俗流”般去看这两本书。两本书作者皆为美国人，《悠》的作者鲍博是一位拥有长达10年的媒
体工作者，他来中国拍摄纪录片时迷恋上了中国，作为一名文字工作和视觉呈现的美国人，他看待南
京这座曾为六朝古都的城市，又是怎样的角度？而《昆》的作者艾那·唐根，是一位美国投资银行家
，现已在中国开拓他的事业重心。那么他看待昆山这座崛起中的小城市又是怎样的呢？在我看来，鲍
博在《悠》一书中最后的“致谢”中说明了一切。也即“参与”到此书创作当中的作者，并非他一人
，还包括编辑、专家、翻译、导游、艺术家、学者、市委领导⋯⋯数之不尽，这当然是好事，一个外
国人单枪匹马闯中国，信口胡说怎么行？但是什么都说，也未免缺失了自己的个性吧。这书便是从很
多方面集中来呈现南京这座城市的，回顾了历史的细节、人物，呈现了现代的文明、古迹，书中插图
皆为精美摄影作品，夫子庙凛风摇曳的铜钱、云锦上繁复细密的图案、秦淮河畔灯影璀璨的风姿⋯⋯
一砖一瓦一草一叶都灵动起舞。第一印象：很美。但如若来做减法，脱掉硫酸纸外壳、撇去精美图画
，将其凝缩成双胶纸平装小册，就会发现，它实则更像一本导游手册。许多打擦边球的内容，比如昆
曲这一章，可能在他人建议下补充进去，因“昆曲”明明发源于昆山，可归为《昆山轨迹》这本书，
而据我所知，南京当地有种濒临绝迹的曲种“白局”却在书中只字未提。城市地图的个体解读鲍博作
为一介外人，他有局限性，他的所观所录都是常人、游客感兴趣的，至于那些文化和历史，只是他在
资料基础上的再临摹，算不得他的见解。每一章承载的内容并不厚实，基于普及教化的程度，倒是有
一章较为独特：《才子一天的生活》，像是作者在信步夫子庙时随感写就的小说，倒颇具情趣和想象
，将当时考生寒窗苦读、于秦淮河畔参考时一天的心理拿捏得贴切形象。这一出软性的文字，竟较之
那些硬性的数据、资料的显示更得我心。换角度想，也正是这些软性文字是真正发自作者内心深处，
是他解析一座城市的个体观感，读这样的书，正是要发现我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如果一切都是“和谐
”表面，何需外人来看，历史自动会留存。幸而这样的书没有彻底泯灭其特殊性，否则将一无是处。
到艾那·唐根的书中，昆山堪比一座经济腾飞的大城市，始初，阅其文字确有我上述提到的个体见解
与对比，非常不错——这也是他与鲍博的区别，唐根更注重采访实录，注重经济发展、金融态势等问
题的挖掘，这与他作为金融顾问一职有很大干系，而鲍博更像是艺术家，注重人文意识的探究。在唐
根的书中，前面资料的整合迅速掠过，紧接着便是对艺术工作者、政府领导、企业领头人的采访，当
那么多世界著名品牌的产品落户昆山，你实难想象20年前还是贫穷农业小县的它，如今已高居中国百
强县之首。而唐根采访的这些人都是此发展过程当中的见证人，所以书中就少了许多像鲍博那样大张
旗鼓的风景、美食照片，而多了政策解读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探讨——这正是唐根的独特之处，他将自
己关注和感兴趣的方面都记录下来，成为一种用以借鉴的资本。但实际上，对于我这样的读者而言，
未有太大兴趣，缺失趣味性是此书最大的遗憾。城市的个性与发展犹记得曾任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曾
倡导的“压缩饼干式的发展”及一系列放大阴暗面的举措，这个争议人物使这块拖后腿的土地迅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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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出一股英气，其中风风雨雨也只有领导者自己深切体验得到。当发生金融危机时，领导者的决策和
高效的政府管理，塑就了一座城市的人文精神态势，也许正如书中提到的“2007年，昆山市政府组织
了一次活动，向昆山人征集对城市精神的概括，最后得到这样的答案：‘开放、融合、创新、卓越’
。”我想，这正是南京及昆山这两座城市带给两位国外友人的印象，鲍博更在于视听食等官感方面的
领略，而唐根在于分解一座城市飞腾的内在发展基因。这是他们个体解读一座城市的心得，更是对中
国经济发展的一种见证。也许他们做不到像赛珍珠或者毛姆那般，用小说家的语言勾勒阴影中的美，
也许外国友人眼里的中国发展之快的确超出想象，以至于他们不断加入中国国籍并从小学习汉语，也
许一本书的容量不过如上海世博会中一座展馆，只是匆匆一眼，来不及细读它的方方面面，然而，它
确实以庞大之躯盘桓于视野之外，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精神文化，有自己悠久历史和经久不衰的生命
力，就等你如何发现和如何看待。用毛姆的话来说，就是“借助你的想象，你能够把中国人当作你的
一部分，但这些人对你来说毕竟是陌生的，正如你对他们也是陌生的一样。你没有线索可以破解他们
的神秘。他们与你即使有诸多的像也帮不上你多大的忙，而毋宁更说明他们与你的不同。你依然像看
着一堵砖墙。你无所凭依，你不知道他们最基本的生活状况，于是你的想象就很受挫。”——这大概
也就是这两本书所遭遇的一些困惑和无奈吧，外国人再怎么读中国，总会隔着一层纱。——已节选刊
登于《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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