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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京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近2500年的建城史和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
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末，孙吴、东晋、宋、齐、梁、陈6个王朝在南京建都，前后共320余年，史称六
朝。
六朝上承两汉，下开盛唐，在中华文明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南京是六朝政权的政治中枢。
公元229年，吴大帝孙权在此建都，欲建立帝王之大业，南京由此得名“建业”。
后虽几易其名，但其作为六朝政治中心的地位一直未变，正如《宋史》卷三七五《张守传》所言：“
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
”从此，“钟山龙盘，石头虎踞”的“帝王之宅”——建业，便作为国都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
台上。
南京是六朝繁荣兴盛的经济都会。
农桑富足，地广野丰，《宋书》记载：“江南之为国盛矣⋯⋯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
饶，覆衣天下。
”手工业发展迅速，六朝时南京已成为铸造业和造船业的重要区域，不仅创造了生熟铁混合冶炼法，
还能造出长四五十米，载六七百人的大船。
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秦淮河北有大市，还有小市十余所，各地商品云集，并广泛辐射今镇江、苏州、
绍兴、武昌、九江、成都、广州等地。
六朝的南京，是江南和谐富庶的热土，名震大江南北的商业都会，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
南京是六朝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中心。
诚如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一文中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精神史上极自由
、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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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一直致力于传统历史文化的保护发掘和开发利用，不遗余力
地还原古都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传统神韵精髓，南京厚重的历史文化在发掘保护中发扬光大，在历代
传承中与时俱进。
市十二次党代会以来，全市上下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
都”的总目标，扎实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发展，深入实施“文化南京”战略，
全力构建历史文化名城优势凸显、南京地域烙印鲜明的特色文化，使之成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
个重要支撑。
    为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展示南京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世人了解南京、研究南京，进而
利用、开发南京的历史文化资源提供帮助，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在宁高校和社科院等部门的专家
学者，编撰一部全面反映南京历史的大型学术专著《南京通史》。
其中，承载南京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的《南京通史·六朝卷》将首先面市。
该书对六朝时期南京的城市建设、行政区划、对外交流、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科学技术等方面都作
了翔实论述，全面生动再现了六朝南京的繁华胜景，广泛深度解读了六朝南京的辉煌成就，可谓是了
解六朝南京的一部百科全书，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空白。
《南京通史·六朝卷》的编撰出版，对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充分激发爱我中华、爱
我江苏、爱我南京的热情，切实增强建设“文化南京”的历史紧迫感和责任感大有裨益。
希冀广大读者能从此卷中有所感悟，有所收获。
    《南京通史·六朝卷》的编撰出版，是值得载人南京文化建设史册的一件大事。
此书行将付梓，余欣然命笔为序，并对为此书编撰、出版作过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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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孙吴兴起的轨迹来看，孙吴最初以会稽为根据地，拓地江东，曾经一度定都吴（今苏州，200
～207年）。
建安十三年（208年），北方曹操消灭刘表，占据荆州后，企图灭吴，完成统一霸业。
曹操声称他治水军80万，要与孙权“会猎”于吴。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孙权只有凭借长江天堑，发挥其水军优势，联合中游新败的刘备，方能与曹操相
抗衡。
这样，吴就显得位置偏僻，于战于守，均为不利。
在这种情形下，孙权移镇京口（今镇江，208～210年），“固山为垒，缘江为境”②，修筑京口城。
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
建安十六年（211年），孙权又将治所由京口迁到秣陵（今南京）。
次年，在楚国金陵邑旧址修筑石头城，以资守御，并改秣陵为建业。
此后，由于刘备进据益州后，仍占据荆州，形势严峻，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移屯公安。
公元220年，曹丕在洛阳称帝，建立魏国；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汉国。
随后，孙权又徙镇于鄂，筑城守卫，改其名为武昌（今湖北鄂州）。
孙吴黄武元年（222年），刘备为夺回荆州，率军与吴国军队战于夷陵犹亭，大败而回。
次年，刘备死，诸葛亮当政，采取了对内整治益州、对外结交孙吴的国策③。
蜀汉国策的调整，带来了荆州前线局势的缓和。
黄龙元年（229年）四月，孙权于武昌称帝。
然而，由于武昌处于长江中游，远离立国的根本之地，而建业地理环境优越，北濒大江，南阻秦淮，
东有钟山，西有石头山；同时距离吴国境内最富裕的三吴地区较近，军国所需供应方便；能够满足南
北世家大族的思乡愿望；此外，建业河道纵横，便于操练水军。
在这种情况下，孙权权衡利弊后，决定放弃已经经营达8年之久、城郭宫室齐全的武昌，于同年九月
迁都尚无城郭宫室的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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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南京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以“六朝古都”、“十朝都会”闻名于世。
为追溯南京的过去，反映南京的现在，探索南京的未来，使更多的人认识南京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
作用，经市政府批准，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自2000年起开始组织在宁高校和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着手编写全面反映南京历史面貌的大型学术专著《南京通史》，并拟订方案、大纲，初拟全书共八
卷450万字左右。
现在，作为《南京通史》率先出版的分卷《六朝卷》正式与读者见面了。
担纲《南京通史·六朝卷》的三位主要作者都是在六朝史学界颇有影响的中年学者，分别是南京大学
历史系博士生导师胡阿祥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李天石教授、南京出版社编审
卢海鸣博士（本书署名不分先后）。
具体分工如下：本书绪论，第二章（赖萍初稿），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五章（张可辉初稿），
第十一章第二节中的冶金业（卢海鸣与张可辉共同撰写），结束语，由胡阿祥撰写或修改定稿；第一
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七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二节（卢海鸣和李天石共同撰写），
第十章，第十一章，附录，由卢海鸣撰写；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八
章、第九章，由李天石撰写，徐丽娟参与了初稿写作。
本书的框架结构由胡阿祥设计，图片由卢海呜、朱明、王志高等人提供，具体配图工作由卢海鸣完成
。
王志高提供了附录中的近几年的部分考古发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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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京通史(六朝卷)(精装)》是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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