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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与繁华交织：南京历史文脉追寻

工商管理学院　张祖群

摘　要：悲情与繁华交织在一起，是我们理解南京的最重要线索。以实地考察为
基础，辅之以历史文献，从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明孝陵、万邦千国朝大明、千古雨花台四

个方面追寻南京的文脉。作为十朝都会的南京，东晋、南朝、民国是最值得关注的悲情

时代。要深入认识南京，需要将中国文化时空置于一个南北统筹整体加以考虑，这样

作为区域文化中心之一的南京往往与北方都会（洛阳、北京）构成南北“双子城”关系。

弱者终究会被强者所统一，本文不是为博得对南京悲情之同情，而是寻找中国历史文

化空间的平衡，并希冀从中找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悲情；繁华；南京；十朝都会

一、研究切入

周玮等（２０１４）研究表明：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作为保存城市记忆、传承中国东
南本土优秀文化的重要空间场所，见证了南京城市自六朝（孙吴、东晋、南朝刘宋、萧

齐、梁、陈）以来兴衰变迁的发展历程①，其实，何止是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燕子矶、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江东门）等战争遗址纪念地都使历史文化

名城南京呈现出另外一种改写历史的文脉，那就是“侵华日军残暴，中国军民奋勇，南

京铭刻中华民国痛史”的清晰脉络。以都城比较视野审视之，著名文化遗产学者徐嵩

龄先生指出：南京民国时代的国家机器建筑与清代的北京相比，都反映了中国从封建

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伟大历史变迁，包含了从“皇权至上”到“民权为基”的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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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①。六朝粉黛、明朝开国都城、中华民国之都，加之侵华日军战争纪念，共同构筑了

南京历史文脉的典型断面，在当前全世界千城一面的“特色危机”背景下，显得愈加

珍贵。

南京被列入我国第一批２４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１９８２），同时也是中国九大古都
之一。它是历史名城中的古都型名城，具有民国时期历史完整性（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与原真性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特征，在学术界的地位极高。从古都的完整性来看，其内容涵盖如下：
①历史上作为国家机器的建筑群的完整性；②都城格局和风貌的完整性；③公共设施
遗址（学校、医院、文化场所、纪念性建筑等）的完整性；④古民居及古街区的完整性。
而对于原真性，徐嵩龄（２００６）进一步提出包括遗址维护、修复乃至必要的重建（如明
城墙的某些损毁段）、强化对民国时代遗产的规划与保护、重新审视以“历史中心区”

和其他文化遗产为基点的南京城市规划、以郑和下西洋为纽带建立南京与这些国家和

地区的遗产联系等②。到底如何在历史沧桑变迁中定位南京的文脉？这座南国之都，

历代定都王朝都浸染着杜鹃滴血的悲情，同时也有数不尽的金陵繁华！古都记忆、南

民国烟云，山水形胜、金陵风物，名流情怀、书香琴韵……悲情与繁华交织在一起，是我

们理解南京的最重要线索。

二、南京印象

（一）考察寻踪

余秋雨在其散文中写道，六朝金粉足能使它名垂千古，何况它还有明、清两代的政

治大潮，还有近代和现代的殷殷血火。许多事，本来属于全国，但一到南京，便变得特

别奇崛，让人久久不能释怀③。在余秋雨先生的笔下，南京是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它

兼有厚重磅礴与柔情艳丽，更是近代中华民族抛洒鲜血的地方。

在我的心里，有“钟岳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洲”之称的南京是一座迷人的古都。

它是中国南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东方的西方，西方的东方，既显出大气磅礴与厚重

底蕴，又不失江南的小巧灵秀与温婉平和。六朝风华，十里秦淮，市民风格，兼容并蓄，

一切人、事、物皆如不急不徐的秦淮河之水，万事淡定，令人着迷。

笔者于２０１５年７月上旬参加校工会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再次乘高铁去南京，南京
高铁在南京南站停留与始发，彰显大都市的气派。市内的地铁设施也较为便捷，每个

地铁站台的艺术设计新潮而不失古朴，将历史与现代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南京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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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余秋雨散文《五城记》，收录于散文集《文化苦旅》，１９９２年３月出版。



头，你甚至可以看到一位身着一袭美丽华贵的绒面旗袍，系一头韩氏潮流盘发，撑着百

合暗花油纸伞的少妇，她姣美的身材曲线如同民国女性影像般令人难辨古今，心神荡

漾。街上的南京人并没有投来异样的目光，他们莞尔一笑，用宽广的胸怀容纳一切。

历史文明与现代新潮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让人感受到南京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城市。

（二）南国水城

每一年的６月中旬到７月底、８月初，是江南的梅雨季节。这一个多月上天舍不
得自己的阳光，细细润润、连连绵绵的小雨冲刷着土地，没有北方的闪电雷鸣、狂风骤

雨。路上行人或骑着摩托车上下班的市民，总是撑一把伞。而孑然一身的我漫步在南

京的街头小巷，感受着空气中的潮湿与阴凉，还有土地里散发的古都氤氲，真是别有一

番风味。刘禹锡的《石头城》这样描写南京：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

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选自《全唐诗》卷３６５）。作为战国时代的金陵城，三国
时代的石头城，经过六朝六代的变动，山城依然，旧日繁华却不在。今月曾经照古人，

月虽还来，然而有许多东西已经一去不返了。这连绵的雨，是否是上天为这片土地流

下的泪？晚上我们坐着游船夜游玄武湖，特意选择了４人座机器动力的，船面较宽，可
以伸出手来拍摄四周之美景。玄武湖的湖面相当大，绕湖一周几乎是一种奢望！这里

在历史上曾被填作耕地，围湖造田，只不过洪水总泛滥，粮食收不成，于是又还原为自

然地理的本来面貌，重新挖作湖。南京有了巨大的城市湖泊，更显得灵气十足，这是上

天赐给南京的一件珍贵礼物。

三、南京的文脉追寻

（一）夫子庙秦淮风光带

下了火车，南京湿润的空气沁人心脾，令久居北方之人一时不能适应。高铁在进

入南京南站之前，窗外是辽阔的原野，能远观到波光闪闪的玄武湖。下了车，就抵达梦

想已久的六朝古都南京，预订的旅社就在秦淮河边上，紧邻夫子庙，风景非常优美。夫

子庙秦淮风光带以夫子庙为核心，包括瞻园、夫子庙、白鹭洲公园、中华门，以及从桃叶

渡至镇淮桥一带的秦淮水上游船和沿河楼阁景观，集古迹、园林、画舫、市街、楼阁和民

俗民风于一体。在灯光、小船与流水的点缀下，夜晚的秦淮河更是别具风韵，可以看到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仿佛与朱自清、俞平伯在灯影里对话。夜晚的夫子庙人海人潮，

瞻园、夫子庙、李香君故居等晚上还在开放。在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四个方位入口

处分别建有四个牌楼，夜晚在激光灯的照射下显得格外耀眼。

在秦淮河的两岸，一畔是江南总考场江南贡院，另一畔则是南部教坊名妓聚集之

地。教坊中曾有八位才色出众者在明末清初时期最为出名，称为秦淮八艳。按照清代

余怀《板桥杂记》的记载，她们分别是：柳如是、顾横波、马湘兰、陈圆圆、寇白门、卞玉

京、李香君、董小宛。秦淮河风光带的商业化程度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在琳琅满目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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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之间就有一处媚香楼，这是李香君的故居。李香君是“秦淮八艳”之首，她虽然出身

下层青楼，但却以强烈的正义感、爱国心和高尚的情操为世间男子所钦仰。这座三进

两院式宅院，朴素静立，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

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

流，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

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①想当年一片灯红酒绿，笙歌曼

舞，国家却已在朝代更迭、摇摇欲坠之际。秦淮八艳虽为艺妓，才色双绝，但在国家存

亡的危难时刻，却有极高的民族气节。女人如花，拥有最动人的美丽，却无法掌控短暂

而脆弱的生命，一旦被卷入历史与政治之中，便多以悲剧收场，更何况是在明末清初这

样朝代交替的时刻。但那一缕永远无法抹去的幽香，却是渺小生灵存在与尊严的完美

诠释。

关于秦淮的诗词太多，有两首最为有名。唐朝杜牧的《泊秦淮》中写道：“烟笼寒

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诗人在停泊的小船

上静静眺望，对岸酒家的灯火一片辉煌。青楼歌女如春，多少“游客”为之癫狂！《后

庭花》的歌声弥漫江上，可是又有谁想到了国破家亡？南朝最后一个短命王朝陈朝最

后一个皇帝陈叔宝与爱妃张丽华做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毕竟“玉树后庭花，花开

不长久”，隋军已经跨过长江，一统中华了。杜牧是借这首诗表达对晚唐统治者的辛

辣讽刺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这首绝句长久以来为人们所吟唱，人们在感慨历

史兴亡的同时，还可以感受到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当初不懂亡国恨的商女唱的是

《玉树后庭花》，如今秦淮河两岸的酒家宾馆仍然传出婉转温柔的歌曲。追昔抚今，令

人感慨万千。

同样是唐代刘禹锡的《乌衣巷》在今天的中学课本里就有，可谓耳熟能详。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②南朝

仍然具有北方豪族与南方大族之间的鸿沟，经历梁朝“侯景之乱”后，王谢两家惨

遭灭门之祸，乌衣巷已经荒废，朱雀桥边长满野草。当年王谢堂前燕，也飞入平常

百姓家，另外筑新巢。诗人是借晋代豪门世族的覆灭，暗示唐代当朝新贵如果不

思进取也必将蹈此覆辙。这对今日仍然具有启发意义。这首诗中的乌衣巷及王

谢故居就位于秦淮河之南，与朱雀桥相近，同处于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之中。跨

过文德桥，就来到了秦淮河的南岸。“乌衣巷”之名的来历，相传有两个版本：一

说是三国时代吴国军营所在地，因军士皆着黑色制服，故名“乌衣”；一说是乌衣

巷内的王谢家族子弟喜穿黑衣以显身份，故名。我们现实中看到的乌衣巷极小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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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余怀的《板桥杂记》。

【唐】刘禹锡的《乌衣巷》，组诗《金陵五题》中的一篇，选自《全唐诗》。



狭窄，形成一个“门”字的路径结构，从左下方的入口进去，两三分钟兜一圈就能

走出来。巷子周边是典型的南方徽派建筑，白墙黑瓦，青苔石子路旁遍布翠竹。

乌衣巷包围之中便是多处古民居，其中一处宅子便是王谢故居，以王导为代表的

王氏家族和以谢安为代表的谢氏家族曾经在这里繁衍千年。江山代有才人出，彼

时，王、谢两家也是人才辈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并称“二王”，南朝

诗人谢灵运、谢惠连、谢緿合称“三谢”，还有才女谢道韫等。瞻仰王谢故居，心中

不免感叹，这巍巍旧居确是沾些中国六朝文化粉墨的。

何以南京古城之内有一条秦淮河，寻访当地人（包括导游、市民、笔者居住宾

馆的工作人员等），当地有这样两种说法：①传说一：楚国（楚威王时期）灭亡越国
以后，听说这个地方有王气，深以为然，特意派人埋下万金，以镇王气。当地许多

老百姓听说有金子，趋之若鹜，纷纷以铲子来挖，最后南京城被挖得面目全非，这

正中楚王下怀。你要知道，人家就是要破坏这里的风水呢。②传说二：秦始皇统
一中国之后，听咸阳城里老人们说金陵这地方有王气，非常不满，说：“我大秦应

该传给二世、三世，甚至是万世的，我才被称呼为始皇（秦一世），要有王气，也只

能出现在帝都咸阳，怎么能在遥远的东南呢！”于是，秦始皇下了一道密旨，紧急

派人铸金人埋之，以断王气。这还不够，他还让人凿断长江，引河通江，以泄王

气，于是就有了这条秦淮河。

两个版本的故事都声称南京的风水绝佳，有王者之气，而且都声称南京地下

有金，这与金陵最早的名谓是否有关系？南京埋金与开挖秦淮河，被看作是破坏

了南京风水，必须要寻找一个嫉妒南京为都的“罪人”。于是，破坏者被抬出来

了，一个给了楚威王，一个给了秦始皇。楚威王灭越之残暴，秦始皇武力统一中

国、对内施加高压政策，东南民众多有体验。这种“层累”的历史故事，到底是如

何合二为一的？二者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渊源是什么？深入究之，可能是一篇上好

的文章。

有人说什刹海的九门小吃，抑或是簋街大排档是北京“绝活”。但若到了南京夫

子庙等大排档品尝体验一下，便会发现这里比北京毫不逊色。店内装潢以黄棕色的民

间色调为主，老式木制的桌凳，光线昏黄的灯笼，戏台上的戏曲表演，透出一股浓浓的

老南京风味。这里有上百种淮阳菜肴：烤鸭包，民国美龄粥，古法糖芋苗，鸭血粉丝汤，

皮肚面……菜点完后，穿着民国蓝布衣物的“村姑”就给您来上齐了菜，分量都不大，

但是很精致，菜中带有丝丝甜味，甜品更是做得精巧细腻。

古时摇曳在秦淮河上的是灯红酒绿与夜夜笙歌；现时的秦淮河两畔，闪烁霓虹灯，

响着店铺的音乐和吆喝声，烟雨中不时传来侬侬软语（见图１）。看着眼前的景致，不
免想到：如何既保持南京古都风貌，又促进现代旅游业、文化产业发展，协调好开发与

保护的矛盾，是当今面临的严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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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烟雨中的秦淮河

（二）南京第一文化名片：明孝陵

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之陵墓，始建于公元１３８１年，１３９８年朱元璋
安葬于此，整座皇陵最终于１４３１年建成。明孝陵于１９６１年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
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１９８２年作为南京钟山风景名胜区的主要组成部分成
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此后，于２００３年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增补项目列入
《世界遗产目录》，又于２００６年再次被列为首批国家 Ａ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明孝陵集
历史文化底蕴和优美风景于一身，是南京人的骄傲。在南京人心目中，朱元璋委实是

一个大英雄，而他和马皇后是历代之模范“皇帝皇后”。这里的导游小姐总喜欢给团

队游人滔滔不绝讲着朱元璋及明孝陵的种种故事，不乏民间野史，惹得游人一阵阵

发笑。

夏秋之交的明孝陵，略略展露笑颜，虽不及北京深秋时的层林尽染，但黄绿间的点

点红色仍令人心醉神迷。明孝陵建筑雄伟，彰显皇家威仪，陵区内的主体建筑和石刻

有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包括下马坊、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神道、石像路石刻等。其

中，神道比一般人想象中还要漂亮。神道分为两段：第一段为石像路神道，１２对石兽
分立神道两侧，依次为狮、獬豸、骆驼、象、麒麟和马六种动物，它们一跪一站肃穆庄严

地守卫着朱元璋的陵墓。许多小朋友牵着爸爸妈妈的手，迫不及待地对这些神兽评头

品足。第二段为翁仲路神道，依次排列一对望柱、两对武将和两对文臣，威严端庄，是

陵墓的侍卫者和忠实守护者。沿途皆有留着长发的艺术家身后背着方包、前胸挂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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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照相机，不时从侧面选择翁仲路神道的最佳拍摄点。然而，每当极个别游客坐在石

像上留影，抑或钻进动物底下，甚至铭刻自己名字，我都感到一阵痛心。与其他陵墓不

同，明孝陵的神道不是笔直矗立陵墓前，而是绕了一个弯，因为陵墓前的梅花山石恰好

是东吴太祖大皇帝孙权之墓。相传朱元璋曾对部下说：孙权也是一条好汉，我敬重他，

就让他来为我守灵吧。当然这是野史，是真是假如今已无从考证，权当趣谈罢了。但

我们知道如果神道笔直穿过梅花山，至少从风水的角度看会不协调，这可能是当初建

设时候选择弯曲神道的真正原因。走在神道间，两旁矗立高大阴森的树木，除了感叹

其庄严气质之外，更多的是感到身临其境的惬意。

一路过下马坊、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神道，就来到方城明楼前，登上方城明楼，举

目四眺，景色极佳。可惜明楼正在维修，被脚手架与丝网包裹着，我们进不去。再往后

是宝城、宝顶，景色也美。沿着灌木丛生的小路，我们走在这个直径约４００米的圆形大
土丘上，这个宝顶下面是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地宫。游人都小心翼翼的，以免惊扰

这对模范“皇帝皇后”。

２０１５年，恰逢明孝陵登录《世界自然与文化遗名录》成功之后的第１２个年头。毋
庸置疑的是：作为南京第一文化名片的明孝陵会得到更多的民众关注，会以更精细的

方式保护与传承下去。

（三）万邦千国朝大明

由于明初外事活动频繁，各国来华使者“相望于道”。据《明实录》记载，自朱元璋

洪武二年（１３６９）二月至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八月的８０年间，亚非国家（日本、朝鲜等与
郑和下西洋无关的国家除外）对华使节的派遣共有６９４次，其中，洪武时期的２９年中，
来使１８３次，平均每年来使６次；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所出现的盛世）的２１
年中，来使３１８次，平均每年来使１５次；洪熙（明仁宗朱高炽的年号，１４２４—１４２５）时期
的１年中，来使１０次；宣德（明朝第五个皇帝明宣宗的年号，１４２６—１４３５）时期的９年
中，来使７９次，平均每年来使近９次；正统（明朝第六个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登基后的年
号，１４３６—１４４９）时期的１４年中，来使１０４次，平均每年来使７次。明初的５个皇帝时
期，以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永乐朝来使最为频繁，并且层次高，人数多，如占城国１８次，
暹罗国２２次，满剌加国１５次，苏门答腊国１３次，爪哇国１５次，渤泥国８次，其中渤泥
国、满剌加国、苏禄国和古麻剌朗国４个国家的１１位国王更是亲率使团访问中国。永
乐九年（１４１１）七月，满剌加国国王拜里迷苏剌所率使团多达 ５４０多人；永乐六年
（１４０８）和永乐十五年（１４１７）渤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和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
西王麻哈剌叱葛麻丁、峒王马都葛巴剌卜率领的使团，分别多达１５０人和３４０人有余；
永乐二十一年（１４２３）九月，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归来不久，西洋琐里、古里、忽鲁谟斯、
锡兰、阿丹、祖法儿、剌撒、卜剌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异勒、溜山、南渤利、苏门答腊、阿

鲁、满剌加等亚非１６个国家，同时派遣使节１２００多人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其盛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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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观的场面，为中外历史所罕见。表１为郑和七次下西洋行程与时间。

表１　郑和七次下西洋行程与时间

次数 起止时间 行程 立德立功

一下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

（１４０５ 年 ７ 月 １１

日）—永乐五年九月

二日（１４０７年 １０月

２日）

历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山、古里及旧港等

国家和地区

在旧港剿灭海盗陈祖义，

并在古里刻石立碑。每到

一地，均首先向当地国王

或酋长宣读诏剌，互赠礼

品，然后开展以物与物交

换为主要形式的经贸活动

二下

永乐五年（１４０７）九月

十三 日—永 乐 七 年

（１４０９）夏末

经过占城、爪哇、满剌加、暹罗、渤泥、苏门答腊、

锡兰山、小葛兰、柯枝、古里、加异勒等国

向锡兰山国诸寺庙布满了

大量贡品，还有《行迹锡兰

山佛寺碑》

三下

永乐七年（１４０９）九

月—永乐九年六月乙

巳（十六日）

途径古里、满剌加、苏门答腊、阿鲁、加异勒、爪

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拨把丹、小葛兰、南巫

里、甘把里诸国，赐其国王锦绮纱罗

在锡兰粉碎其国王亚烈苦

奈儿企图劫掠船队财务的

阴谋

四下

永乐十年（１４１２）十一

月丙申（十五日）—永

乐十三年（１４１５）七月

经过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腊、阿鲁、柯枝、

古里、南渤利、彭亨、急兰丹、加异勒、忽鲁谟斯、

比剌、溜山、孙剌诸国

曾亲至西安羊市大清真

寺，聘识阿拉伯文的该寺

掌教哈三充通事（翻译）。

在苏门答腊平息该国内

乱。此次出使已度过印度

洋，到达东非沿岸诸国

五下

永乐十五年（１４１７）

冬—永乐十七年七月

庚申（１４１９年８月１７

日）

先到占城，然后到爪哇，再经旧港、满剌加、彭

亨，到苏门答腊、南巫里，转到西航到锡兰山、柯

枝、古里，由古里向西北行至忽鲁谟斯，又南下

入阿拉伯海，至剌撒、阿丹，由阿丹过曼德海峡，

而抵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等东非国家

先要护送亚非诸国使臣回

国，由远及近

六下

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

春—永 乐 二 十 年

（１４２２）八月

占城、满剌加、苏门答腊、暹罗、锡兰山、溜山、小

葛兰、柯枝、加异勒、古里、忽鲁谟斯、祖法儿、剌

撒、阿丹、木骨都束、竹步等地

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国

后，又专程去旧港一次，命

施进卿之女施二姐袭宣慰

使之职。郑和在旧港未回

时，明成祖病逝，太子朱高

炽继位，年号洪熙，下令停

止下西洋，命郑和任南京

守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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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次数 起止时间 行程 立德立功

七下

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六月

戊寅（初九）—宣德八

年七月

访问了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

卜剌哇、木骨都束、南渤利、苏门答腊、剌撒、溜

山、阿丹、祖法儿、竹步、加异勒、天万等二十多

国及旧港宣慰司

在归途中郑和于１４３３年４

月初在印度南部西海岸之

科泽科德逝世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资料整理列表。

（四）千古雨花台

英雄是什么？于南京而言，英雄除了朱元璋，还有那些雨花台烈士。登上雨花台

入口处高高的台阶，需要仰视英雄。在这里，“无人知晓的您永世长存”，雨花台纪念

馆中这句意味深长的话，需要后人仔细品味。登门入口处是满目的红，如同鲜血染红

似的，给人一种沉重的心理压迫感。巨大的柱形雕塑群，给人以视觉的强烈冲击，还有

纪念馆里一张张真实的历史图片，大多是牺牲的烈士背后的传奇故事的写照。“六朝

雨花凝天地神韵，一部青史铸千秋圣台”。这里本是历代文人墨客、帝王将相争相吟

咏的风景之地，却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国共内战等化作了刑场。从入门处的碑铭上

可以了解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在此殉难者有１０万之多。
长鸣于斯的革命烈士，都是为了自由、解放、幸福而付出生命的年轻人，掐指算算他们

死去的年龄，大多仅仅年方二八，最长者至多不过是而立之年、不惑之年。他们没有看

到理想世界的彼岸，没有亲眼看见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想来，还有什么比青年时代献

身理想更悲壮的呢？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在《共产党伟大精神在具体条

件下的展现》中所阐述的那样：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诸多家境殷实、文化知识
水平高的有为青年，他们正值青春年华，最小的才１６岁，却前赴后继地为理想而壮烈
牺牲。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至上、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志兴邦”

精神！①

回来的路上，车过一个转弯道，依稀可以见到一小片茶园。这是５０年代引种创制
的茶中珍品———雨花茶。雨花台陵园景区西南部占地４５公顷的这片茶园，产量不
大，每年仅仅采３茬茶，却色泽翠嫩，滋味香醇，为南京名茶之首，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自然，价格是非常昂贵了。

整体看来，雨花台景区以自然山林为依托，以红色旅游为主体，红色掩映在大绿

１５

① 郑晋鸣，张广宇，贺庆弘扬雨花英烈精神 用好用活党史资源———“雨花英烈精神”研讨会发言摘编
［Ｎ］光明日报，２０１５－１１－１５（７）。详见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９日由中宣部宣教局等五单位联合举办的“雨花英烈精
神”研讨会。



之中，融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为一体。那些仁人志士虽已作古，但是雨花台千古

长存。

四、结语

如果说一座城市也是一个有机生命体的话，南京的生命史（城市发展史）则呈现

十个高峰（笔者按：建都时期的别称）。特别是南京有着虎踞龙盘的宏大地理气势，地

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引控南北东西，依长江可出海，距离海洋远近适中，历代统治者

与风云人物都将自己最后的目光投向这座城市。一般人都将南京称为六朝古都，然而

在蒋赞初先生的《南京史话》（南京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１版）中则将其概括为十朝
都会：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这些建都于斯的

王朝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成为今天人们访古寻踪的主要线索。南船北马：北方

军队骑兵机动、军事素质高等，使得其战斗力远远高于南方军士；南方人不善于军事，

将更多的精力投入耕读传家、经商致富，乃至舞文弄墨。定都南京的割据政权、偏南政

权初期也有北伐之雄心，可惜有心问鼎，无力回天，北伐多流于形式，多以失败而告终。

当南京当政者最后连自保之能力也丧失时候，北方大军也就饮马长江了！弱者终究被

强者所统一！君不见：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

成古丘。南京的这种历史悲情无论怎么渲染，都不为过。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３１１年），爆发永嘉之乱，北民开始南迁；再经安史之乱、靖康
之变后两次大规模移民，江南最终因为北方的民众在此开垦，苦心经营，得以成就中国

的经济重心，支撑起天下２／３甚至更多的赋税钱粮。又有谁能够理解，这些北方迁徙
民众有着流不完的泪水，数不尽的伤痛！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南京与北方的古都总有着千丝万缕的映衬关系，如东吴的都

城建业与曹魏的都城洛阳，东晋、南朝的都城建康与北方五胡十六国的都城长安、洛阳

等，南唐都城金陵与北宋都城开封，明朝早期的都城南京与靖难之役后朱棣迁都北京

（明朝中后期都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与满清王朝之都北京，中华民国时期北京与南

京。这里主要分析三段，如下：

先说东晋。当来自草原的铁蹄踏进中原，“五胡乱华”，在中国北方以及黄河

流域建立政权，曾经的北方豪族举族东迁，在南方设置侨州郡县。建都洛阳的西

晋覆亡之后，西晋宗室司马睿南迁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在江南出土诸多东晋墓

志，寥寥几笔只记生卒年月、姓名籍贯而已。这主要是南迁的世家大族仍然引颈

北望，希望子孙克复中原之后，将自己的骸骨迁回北方，于是南方的墓志主要起记

识作用，这里不是自己的最终埋葬地。于是就不请书法家撰写，而由工匠书刻，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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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风草率，艺术特征落后于西晋洛阳北邙山之墓志①。可见，在东晋时期，当时建

康还不能有效弥合北方豪族与江南土著之间的文化鸿沟。迁移到此的人们还是

想着回归北方。可是后来历史当然不允许这种幻想，他们的后代最后沉醉于江南

的繁华与纸醉金迷中，再也不想回去了。

再说南朝。定都南京的南朝为何更换王朝如此频繁？南朝４个朝代合计１７０年，
经历２６个皇帝，朝代之间被篡位４次，朝代之内被篡位５次。南朝的开国国君往往能
够凝聚人心，篡位成为帝王，但是传位给第二代则能力大不如前，他们担心被篡位，总

是借机除掉有能力的文臣武将。反过来，这些文臣武将为求自保，可能被激发了篡位

的动机。篡位引发的南朝“君不君，臣非臣”，各自战战兢兢的错乱心理，导致一轮又

一轮的篡位恶性循环②，书写了南京建都史上最为悲情的一页。

最后说民国。中华民国时期北京与南京的关系尤其复杂：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中华
民国临时政府在江苏省江宁府城成立；１９１２年４月２日 ，临时政府北迁京师，称北京，
定为首都；１９２７年４月改江宁县城区为南京特别市，定为首都，北京则改为北平特别
市；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定都北京，南京仍然保留“京”之名
称，但只是江苏省省会（副省级城市）。

要深入认识南京，需要将中国文化时空置于一个南北统筹的整体考虑。它向天平

的一端，指向南方，但是还有另一端，同样都是王侯将相，风云人物。我想：要理解南

京，钩沉历史风云，寻踪皇家往事，感受市井繁华，需要您亲自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这

片神奇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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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鲍鲳道法自然 守望传统［Ｎ］光明日报，２０１５－１１－１２（１０）
吕正理东亚大历史：从远古到１９４５年的中日韩多角互动历史［Ｍ］北京：群言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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