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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古往今来，沧桑变换，在南京留下过足迹的名人如恒河沙数，安身立命的也若星河灿烂。
其中一些人的老屋旧宅已灰飞烟灭，荡然无存。
那些保存下来的，历经岁月的冲洗，跟当初的规模、格局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籍籍可寻。
拂去其上的尘埃，政治的更替、文化的兴衰、家族的枯荣无不与之息息相关。
一朝天子一朝臣，来来往往雨飞云起之间，凝结出南京这座城市厚重的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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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自孔尚任的《桃花扇》于1699年问世后．”秦淮八艳”之一的李香君遂闻名于世。
    李香君旧居在秦淮河南岸的媚香楼，香君曾是这里的艺伎。
据史料记载，她身材小巧玲珑．肤理玉色，慧俊婉丽，才艺双全，时人誉之”香扇坠”。
河南才子侯方域当年来南京参加秋试，与她一Pl见钟情，李香君以身相许，投身反清。
丈夫变节后，李香君便遁入空门，长斋礼佛。
    李香君与侯方域的新婚洞房紧临秦淮河，在一座两层小楼二楼的最东面，白色的绫罗帐、粉色的丝
缎让人油然想起当年的婉约缠绵。
在这香浓衣翠的绣楼里，楼外叠泉叮咚、芭蕉舒展。
楼内李香君的香衾抱枕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
推开挂着绣帘的花格窗，秦淮河桨声依旧，灯光中，层层叠叠的马头墙倒映水中，水波荡开，P4金波
点点，微风习来，犹如佳人行过的一缕香风，总有那么一点嗳昧、一点混沌。
    当年的媚香楼已废圮，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根据史料仿建的。
院宅三进，前面两进为客厅，间以精巧细致的小天井。
当年有客来时，便在前院稍坐，由环婢去后面的花楼请挂牌的姑娘下来见客。
花楼的门窗雕镂细腻，镶着玻璃，从底层一路通到二层的檐下，华美而恍惚。
后屋临水，底层镂花的门扇外是凌空架于水上的“美人靠”。
门扇开启时，”水殿风来蝉香满”，凭栏处华灯映水，红楼翠袖，这便是秦淮的河房。
据说以前河边设有岸阜，可由小舟登临入榭，所以这水榭虽在后面，却是宅第中装饰得最精巧的构筑
。
水榭的上面是琴房、书房。
    明清之际，秦淮两岸繁华似锦，“一带红妆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
当年南明复社的文士经常在此聆琴议政。
复社文士与秦淮八艳过往甚密，李香君血溅桃花扇，柳如是倾囊资助南明军队，这群烟花丛中卓然不
群的女子，为秦淮两岸的河房亭榭，留下了无尽的怀想。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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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京，曾是古代几朝京都，民国也曾建都于此，其厚重的文脉、繁多的人文景观自然不胜枚举，如李
香君故居，蒋介石、宋美龄公馆，李瑞清旧居等等。
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笔者的脚步，来瞻仰一下名人故居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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