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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记述了南京古代和近代的城市发展历史。
    南京是著名古都。
本书《古代篇》记述了南京这个地方从远古时期一直到清末的漫长岁月里的成长、发展的演变过程，
着重论述了以南京为都城的六朝（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南唐、明朝三个时期的都城
规划史。
主要涉及：定都、迁都与战略态势，都城的总体布局，都城的形制，都城的规划手法，城市的功能分
布，以及建筑、交通、园林等的规划设计。
    有别于我国古代中原地区都城建设中充分体现了“乐和礼序”的规划思想，南京是我国另一种重要
规划思想——以《管子》为代表的“天材地利”观念的典型，别具一格。
本书结合南京“龙盘虎踞”的山水形胜，着重分析了古代南京的都城规划特色。
    南京在我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
作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苦果，在南京签订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揭开了
中国的近代史。
而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则是中国近代史的终结。
近代早期的太平天国、后期的民国都以南京为首都。
    本书“近代篇”记述了南京在洋务运动和西方教会的影响下，城市走向近代化和引进西方规划设计
方法的过程。
特别是详细介绍了《首都计划》和《首都大计划》等总体规划，中山陵园等详细规划和建筑设计，以
吕彦直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第一代建筑师们在新式建筑中体现中国传统所作的各种卓有成效的探索，分
析了民国时期南京城市规划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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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则民，1937年9月1日出生于浙江嵊州。
196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本科毕业，后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研究生，师从吴良镛教授，1965年毕业。
高级城市规划师，特许注册规划师。

    现任南京规划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长。

    曾任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市规划局局长、南京市建设委员会主任，南京市第十一届
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等。

    主要论文有：《天安门广场规划和改建的经验探讨》，《分区规划和城市规划编制程序》，《南京
城市规划》（编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把握特色，在现代化建设中保
护历史文化名城》，《城市规划的深化与规划管理的强化》，《大城市的发展与控制——南京城市总
体规划修订的思考》，《关于我国城市规划体系问题的思考》，《城市环境与城市现代化——以南京
为例》，《城市规划编制体系新框架研究》等；合作主编《中国城市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等
。

    组织并参与编制南京市主城分区规划，获建设部优秀设计项目二等奖；在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1-2010）的编制工作中任中心组组长；参与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调整工作；参与南
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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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代篇　　第1章　山川形胜　　1.1　地理位置　　南京地处北纬31°14’～32°37’，东经118
°22’～119°14’。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地跨长江两岸，东距长江人海口约300公里。
南京现为江苏省省会，据江苏省西南隅。
东与江苏省扬州市、镇江市、常州市相邻；北、西、南三面与安徽省滁州市、马鞍山市、芜湖市、宣
城市接壤。
　　长江三角洲由于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自汉以后，逐渐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南京在长江三角洲的西端，东望大海，西接荆楚，南连皖浙，北达江淮。
　　南京属北亚热带湿润性气候。
四季分明，但冬夏长而春秋短。
冬季干旱寒冷，夏季炎热多雨。
年平均温度为15.7℃，最高气温43℃（1934年7月13日），最低气温-16.9℃（1955年1月6日），最热月
平均温度28.1℃，最冷月平均温度-2.1℃。
年平均降雨117天，降雨量1106.5毫米，最大平均相对湿度81％。
最大风速19.8米／秒。
土壤最大冻结深度-0.09米。
夏季主导风向东南、东风，冬季主导风向东北、东风。
地震基本烈度7度。
无霜期237天。
每年6月下旬到7月中旬为梅雨季节。
年度最佳气节为秋季9～11月。
　　1.2　地质特征　　1.2.1　地质特征　　就地质特征而言，南京地区位于扬子板块的东北部，与华
北板块毗邻，是地壳比较稳定的部分。
大致可划分为三块。
　　江北老山至冶山一带，大致为西南一东北走向，主要由元古代晚期的震旦纪及古生代早期的寒武
纪地层构成。
新生代特别是新第三纪地层较为发育，且相当典型，分布于浦口、六合一带，组成平丘缓岗地貌。
境内地层平坦，说明此处地壳运动并不剧烈。
但有从扬州到巢湖的一条断层穿过，因而分布着一系列温泉和泉水。
　　宁镇山脉西段，包括幕府山、钟山、栖霞山及城外东南诸山。
主要为元古代晚期的震旦纪地层，古生代与三叠纪的海相地层十分发育，分布颇广。
三叠纪晚期的“印支运动”奠定了宁镇山脉的雏形，包括南京在内的江南、华南东部成为新生大陆。
中生代后期发生的大断裂形成沿江山崖陡峭，长江也由此发育。
　　宁芜（湖）山脉东北段，包括南郊及溧水、高淳诸山。
中生代特别是晚侏罗世至白垩纪的火山岩系特别发育，分布很广。
火山爆发，岩浆入侵，形成许多矿产。
濒江处也是一条中生代的大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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