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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曾经无比眷顾南京。
自今以溯，凡五千年，建业情怀，金陵风物，那些附着在历史虚境上的形声色意，所谓楚秦王气、南
朝烟雨、赵宋残阳、明朝宫阙、天国风雨者，或托于古巷，或附于丘阿，或以诗表，或以词生。
凡此种种，都在这座古城千年的皇皇之旅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浸染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文化意味，总
让人们在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中细细品味出她撼动人心的魅力。
在偌大的一座城中，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人因其各居其所，也就各寻其趣．各怀其思。
城南人熟知秦淮河的氤氲之气与夫子庙的俚俗繁华，城西人徜徉在石头城下莫愁湖边，居于城北则会
醉心于玄武湖的舒展与鸡鸣寺的空灵，身在城东自然会钟情于紫金山和明孝陵，生活在中心区的人们
则会以与总统府和其他众多的民国建筑为邻而自豪。
复复华夏，四野异趣。
古来寓居于此者身份各异，谋生、求知或致仕，来了．就在此坦然生息了。
他们在此留下不朽之作或成就千古功业。
帝王将相、文人骚客，不胜枚举。
三国吴大帝构筑建业城，南朝刘勰创制《文心雕龙》，南宋岳飞牛首山大败金兵，明代郑和西航达于
至远⋯⋯古都南京华章迭出，伟业连连，实因地处南北东西交通之所，地理气候条件优越，更兼极为
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具有包容性的文化氛围使然。
南京人温厚、大度，不骄躁，少急进，在历史的狂风骤雨中，又显现出鲜有的坚韧与执著。
用一个时髦的词汇，南京一直就是一座移民城市。
众多寓居在此的人不仅身有所托，更是魂有所依，他们创造的历史传奇或是遗存的文化痕迹，与南京
相互交融并一脉相承。
金陵自古就是览胜地。
情以景生，景因情胜。
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南京不少胜迹都留在了他们的诗章中。
著名的如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和杜牧的《江南春》，无论是“金陵王气黯然收”，还是“多少楼
台烟雨中”，道出的都是历史的无情与沧桑：而诸葛孔明“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
的赞誉，孙中山先生“此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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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曾经无比眷顾南京。
自今以溯，凡五千年，建业情怀，金陵风物，那些附着在历史虚境上的形声色意，所谓楚秦王气、南
朝烟雨、赵宋残阳、明朝宫阙、天国风雨者，或托于古巷，或附于丘阿，或以诗表，或以词生。
凡此种种，都在这座古城千年的皇皇之旅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浸染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文化意味，总
让人们在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中细细品味出她撼动人心的魅力。
 　　本书从历史源流、明代城墙、清代城墙、民国城墙、当代城墙、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典故传说
八个方面，揭示了南京城墙源远流长的历史、丰富灿烂的文化和高超绝伦的科技成就，展示了南京城
墙丰赡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文化魅力，同时也客观地介绍了南京城墙在当代所经历的拆除、维修、保
护和利用这样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京城墙史话>>

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历史源流篇  人文曙光  春秋三城  战国两城  秦汉秣陵城  孙吴建业城  东晋建康城  南朝建康城  
南唐江宁府城  南宋建康府城  元朝集庆路城明代城墙篇  朱元璋与南京城墙  刘基与南京城墙  明初的四
重城墙  南京的城门  墙体构造及护城河  明代城墙的守御  明代城墙的维修清代城墙篇  明皇宫改为驻防
城  清代江宁府城  太平军攻占江宁府城  天京城的守卫  天京保卫战中的城墙民国城墙篇  城墙的“拆”
“保”之争  侵华日军破坏的城墙  增开改筑的城门  民国年间的城墙维修当代城墙篇  大规模拆城始末  
“文革”中的城墙工事  大规模城墙维修科学技术篇  明城砖的产地  明城砖的烧造和运输  明城砖的规
格、质地和颜色  明城砖铭文的制作方式文化艺术篇  明城砖铭文的内容  明城砖铭文的格式  明城砖生
产中各级责任人  明城砖铭文中的简化字、异体字和错别字  明城砖铭文的书体典故传说篇  历史典故  
民间传说参考资料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京城墙史话>>

章节摘录

插图：历史源流篇人文曙光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平原地区，四季分明，河湖密布，雨量充沛，物产丰富
，自然环境优越，适宜人类的生存繁衍。
至今遗留有众多的古人类和古文化遗址。
1993年，在南京东郊汤山镇雷公山葫芦洞出土了2件猿人头骨化石和1枚牙齿化石，同时还出土了大量
的伴生动物化石，专家们通过对头骨化石的年代测定，确定其生活时代与“北京人”相当，并将其定
名为“南京人”。
“南京人”的发现，将南京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推进到距今60万年以前。
在此之前的1977年，在溧水县白马公社回峰山神仙洞曾发现过1件人类头骨化石，距今10万年前。
从距今60万年到距今10万年，我们的祖先经过漫长时间的繁衍生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凭借着出
色的聪明才智，由猿人进化成人。
 到了距今1万年至5000年之间，先民们在南京地区建立了许多原始居民点，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
的文化，这一文化，其先后发展序列为：以北阴阳营遗址第四层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江
宁汤山点将台下层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相当予商代至西周初年的青铜时代“湖熟文化”——西周
初年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吴文化——战国时代的越、楚文化。
这一文化序列延续数千年，一脉相承，绵延不绝。
据有关专家统计，在南京地区范围内，有关这一序列的古文化遗址就有200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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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百年来，南京明城墙本体价值从“实用型”演绎成“文化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
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部f-j采取各项强有力的措施、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以
及许多专家学者潜心研究，将南京明城墙潜在的多元价值逐步挖掘和整理出来，这是社会进步、全社
会崇尚历史文化和南京城市提高整体形象的生动体现。
如何将南京城墙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推向世界，让人类共同分享其魅力，不仅是南京城墙本身价值具体
的体现，也是南京城墙“申遗”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依托南京城墙这一载体，在国内外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展示，是南京城墙保护工作者多年来孜孜追求的
目标之一。
2000年11月，由国家文物局、江苏省文化厅主办，南京市文物局承办的“2000年全国古城墙维修学术
研讨会”于南京隆重召开。
2007年10月，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城墙科学保护专业委员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并举办了“中国城墙保
护论坛”。
在先后两次全国城墙保护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对南京明代城墙的多元文化价值给予充分
高度评价，对南京市多年来为保护维修南京城墙所做出的努力给予充分肯定。
2005年5月22日～30日，经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以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为团长，南京市建设委
员会周金良、南京市文物局王兴平、南京市城墙管理处葛维成和城墙研究专家杨国庆组成的南京市文
物代表团一行五人，应意大利卢卡市政府的邀请，对意大利卢卡市及其他有关城市进行了访问、洽谈
和考察。
考察期间，南京市文物代表团受到意大利政府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双方达成了以城墙为纽带，实
施两城市的城墙科学保护五年合作计划的共识，并成功举办了南京历史文化及城墙报告会，其全程受
到媒体的关注。
同年10月23日至29日，卢卡市政府代表团对南京进行了回访，正式签订了两市间关于城墙保护合作的
协议书，举办了有关展览和学术报告会，参观了南京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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