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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城记》讲述城市和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
有的粗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温情。
比如北京“大气醇和”，上海“开阔雅致”，广州“生猛鲜活”，厦门“美丽温馨”，成都“悠闲洒
脱”，武汉“豪爽硬朗”。
城市文化往往被看成是一个谁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话题，就像看完一部电影后谁都可以发表一番议论一
样。
中国的城市极其可读，中国可读的城市又是何其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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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易中天，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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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中国最有魅力的城市大体上可以粗略地分为八种类型，即古都、名邑、圣地、边关、滨城、重镇
、商埠、特区。
当然，这种分类只有相对的意义。
比如大同，就既是雄踞雁门关外的“塞北重镇”，又是著名的“煤都”，还是名胜荟萃古迹繁多的历
史文化名城，也是蒙汉两个兄弟民族和平共处的北部边关，中原与草原的交通孔道。
这样“身兼数任”的城市实在很多。
我们的分类，也只是为了解读的方便，钻不得牛角尖的。
       这些城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六大古都。
       古都的魅力当然毋庸置疑。
作为千年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们往往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
尽管这些精华的聚集是皇家特权所致，但聚集本身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精华因历史的积淀而愈加厚重，因岁月的磨洗而愈见辉光。
即便它们散落在断壁残垣寻常巷陌，流落于街头，蒙尘于市井，也不会沉沦了它们的价值。
因此，这些城市中往往有太多的陈迹可供寻觅，有太多的故事可供传说，有太多的遗址可供凭吊，也
有太多的线索可供遐想。
就连那里的民风民俗，也会有一种古老而悠长的韵味。
       名邑同样有着这样的文化内涵。
所谓“名邑”，无妨看作是资格稍微差了一点的古都。
比如江陵，原本就是楚的郢都；大同，曾经是北魏的京城；成都，其实也是当过帝都的。
只不过那些政权或非“正统”（如公孙述的“大成”），或非“一统”（如刘备的“蜀汉”），又没
成什么大气候，就挤不进“古都”的系列，只好屈尊为“名邑”。
从字面上讲，所谓“名邑”，也就是“有名的城市”。
一个城市，只要出了一点名扬四海的事情、人物或东西，就有了名气，却不一定是“名邑”。
比方说，“苏三离了洪洞县”，上饶出了集中营，都挺有名的，却不大好算是“名邑”。
这里说的“名邑”，主要是指那些“历史文化名城”（包括六大古都在内）。
它们都有着极其灿烂的文化和极其悠久的历史，比如扬州3000年，江陵2600年，苏州2500年，景德
镇1700年。
其中最绝的是绍兴。
从公元前490年在今绍兴城内龙山南麓建城起，2400年间就没挪过一次窝，实在算得上是城市发展史上
的奇迹了。
       一座城市之所以成为“名邑”，显然不仅因为它资格老、历史长，还因为它有着独特的风采，有
着一些家喻户晓名满天下的东西，比如长沙的水，昆明的湖，景德镇的瓷器，苏州的园林，扬州的炒
饭，绍兴的花雕，泉州的洛阳桥，大理的蝴蝶泉，大同的云岗石窟，承德的避暑山庄，当然还有桂林
那“甲天下”的山水。
这些东西也许并不一定就能代表这些城市，这些城市也并不只有这些东西，只不过它们最为脍炙人口
罢了。
事实上，这些城市的名声和风采几乎是人人皆知的。
有谁不知道“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或“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
江陵一日还”呢？
只要吟诵着“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苏州）、“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杭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扬州）、“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成都）、“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长沙）等等名句，这些名城的风采，就浮现在眼
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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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新版后记本书初版书稿只写了25天，修订却花了不止大半年工夫。
        修订的想法在初版面世时就有了。
当时的打算，是增加成都、深圳两个城市。
这个建议，是我的朋友徐新建教授提出来的。
那是1997年11月，我们在厦门参加文学人类学研讨会，同时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新推出的“文化人类学
笔记丛书”（《读城记》即其中的一本）举行首发式。
新建和我都是这套丛书的编委和作者，自然议论到本书。
这个建议立即得到责任编辑赵南荣兄的赞同，我也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但读者的反应很快就来了。
除纷纷表示喜欢这本书外，一个普遍的意见，就是觉得书太薄（不到10万字），内容太少，不过瘾。
武汉作家周翼南一面在武汉报纸上呼吁武汉人应人手一本，一面在《书与人》杂志上撰文，说“读后
有不满足感”。
他认为这本书“满可以洋洋洒洒写成30万字的专著”，而且还说我也同意他的看法。
一家在国内颇有些名气、专营高品位学术书籍的民营书店“晓风书屋”的老板许志强君也有相同意见
。
看来，不抓紧时间进行修订是交代不过去的了；而所谓修订，也不仅仅只是增加两个城市。
原有的章节，几乎都要重写。
    于是，修订开始了。
      修订不但是重写的过程，也是重新解读这些城市的过程。
然而越是深入下去，就越是发现问题多多。
的确，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每个人都可以去读它，但要真正读懂，并不容易。
一家报纸在谈到我这本书时，把“读城”排成了“说城”。
我对他们说，这个字，不好错的。
“说”是诉说，是描述；“读”是解读，是研究。
“说”只要知其然，“读”却是为了知其所以然。
知其然的人很多。
谁对自己生活或到过的城市没有一点感受呢？
所以城市文化往往被看成是一个谁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话题，就像看完一部电视连续剧后谁都可以发表
一番议论一样。
现在，关于城市文化的文章著作不少。
但，除对北京、上海外，其他城市，还是说的多，读的少。
    其实，说也不易。
尤其是要用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话把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质准确无误而又形象生动地说出来，还要让人
心服口服，着实很难。
除了个别特征特别明显（如北京）或比较单纯（如厦门）者外，其他城市都不大好这么说的。
因为很容易挂一漏万或以偏代全。
比如南京，就不好说它是儒雅还是粗俗，是伤感还是豪壮。
所谓“南京大萝卜”，就带有荤素皆宜、生熟均可、什么都有一点又都没有、怎么说都行又都不行的
意思。
其他一些城市也一样。
本书尝试着说了一下，比如北京“大气醇和”，上海“开阔雅致”，广州“生猛鲜活”，厦门“美丽
温馨”，成都“悠闲洒脱”，武汉“豪爽硬朗”等等，不知读者能认同否？
    许多人认为，对于城市文化，是不能这样评说的，因为太过简单，而一个城市的文化个性和文化特
质，哪那么简单！
这话并不错。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城记>>

但如果你研究描述了老半天，却连一个说法都没有，读者是不会满意的。
事实上，人文学科许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给个说法；而当我们试图对一个城市的文化给个说法时，
我们实际上已经不是“说城”，而是“读城”了。
其实，即使是描述，也常常会伴以“说法”，比如“上海人很精明”或“武汉人特直爽”等等。
只要这些说法大致不太离谱，就应该准其成立。
如果一定要说“上海也有戆大”或“武汉也有滑头”，那就是抬杠死了。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城记>>

编辑推荐

本书是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以随笔形式解读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成都、武汉、深圳等城市的学
术著作。
作者认为，中国的城市极其可读，中国可读的城市又是何其之多，如果你有条件，不妨通读天下城市
，也可以读读这本《读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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