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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京是座著名的古都，它虽然不像北京、西安那么地具有着国际的知名 度，但由于它曾是六朝都
会，且一直延续到民国，因而拥有着十分厚重的历 史积淀。
这就很像是一个昔日的贵族，虽不再那么显贵，但依然有那些个尊 贵、矜持。
因而，南京这座城市总是表现出一种悖论。
南京是属于南方的，它位于长江以南的下游地区，有着南方人的细腻与 柔情。
这里有江南园林，有秦淮河，有胭脂味。
这里是《红楼梦》的原型所 在地，金陵十二钗将江南少女的风姿表现得淋漓尽致。
《茉莉花》这首名曲 也诞生于南京。
但它又分明是属于北方的。
“金陵”二字的来历，古书上说，是楚威王认为这里有帝王气，命人在钟山埋下金子以镇之。
秦淮河也是因 为秦始皇要断掉南京的龙气而开通的河。
自古以来，帝王之气在北方，古人 认为南京有帝王气，说明这里有北方的特质。
这里的人有些爽气，和苏州、无锡、常州相距只是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却没有一点点吴侬软语的影子
。
南 京人说话大都比较直，不太绕弯子，将北方话里的“侉”兼收并蓄。
南京人 的火气很大，苏州人吵架，听起来是种享受，而南京人吵起来，还是躲远点 好，不打就算是
文明。
这个城市的建筑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北方的风格，喜 欢从大处着手，细腻程度不太在意，少了些灵动
。
南京是有文化的，我们可以从书籍中品味到博大精深的金陵文化。
在科 技、宗教、文学、书画、艺术等诸多领域，南京都不乏文化大家。
尽管南京 历史上主要是偏安一隅的京都，但从东晋、南朝起，由于它在文化上的强势 地位，却在全
国具有导向性。
明太祖朱元璋以八股文取士，遂使明清两代的 读书人对此奉为圭臬，趋之若鹜。
民国时期，这里聚集了全国大批优秀人才，一时间，家家抱荆山之玉，户户握灵蛇之珠。
但仔细考量，南京的文化又 表现在何处？
一个城市的文化很重要的是要体现在这个城市的建筑上。
南京 的建筑，清代以前的很少，除了民国时期的还值得一看外，其余便乏善可陈 了。
南京是一座历史厚重的城市，固然，这里有明孝陵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但不是妄自菲薄，这毕竟是
和北京的十三陵捆绑式增补申遗成功的。
虽说 是古都，但每个朝代都不长久，这就致使这里的人缺乏一种对历史的认同，不像北京、西安等古
都，那里所经历的朝代都很长，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度高。
南京虽然历史悠久，但这里究竟表现出哪一种历史风范，问起来，人们都 十分地茫然。
南京的博物馆也不多，有不少的文人故居也好像没有得到太多 的重视，人们好像对这些也不太感兴趣
。
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居民，能找到王 安石故居、拉贝故居的恐怕很少，更不要说曹雪芹的了。
南京由于具有南北地域的交融性，因而南京人具有包容性。
南京是开放 的，能够接受外来思想，得风气之先，然而南京又明显地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时常表现出
保守的一面。
一个发展得很好的城市一定是移民城市，不同地 域、不同文化、不同理念相互碰撞、相互融合。
南京显然是属于原住民的，城市管理者地域性不强，更喜欢用本地人，很容易培养出排他的性格。
南京 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批量外来移民，但主要是因为建都而导致的强行低层次 人口的迁入。
民国一灭亡，大批优秀人才就流到其他地方，这是一个最典型 的例子。
上海却不同，它不排斥，它把一切优秀的东西都化为己有，促进了 这个城市的前行。
对这一点，南京是有些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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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南京人办事至今还 十分重关系而不重程序，重情感而轻规章，城市建设也有些随意，缺乏统一
的规划，显得较为零乱，这点不如苏州、杭州。
南京的两面性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不是在有意地贬低这个城市，毕竟自 己也是这个城市的一员。
对一个城市的大爱，应当指出它的不足。
南京这座 城市由于它沉重历史的负担，又不太会取舍，有时包袱会很重。
南京正应当 丢掉包袱，正确地汲取优秀的文化成分，去除妨碍其发展的各种桎梏，轻松 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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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京由于具有南北地域的交融性，因而南京人具有包容性。
南京是开放的，能够接受外来思想，得风气之先，然而南京又明显地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时常表现出
保守的一面。
一个发展得很好的城市一定是移民城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理念相互碰撞、相互融合。
《旧时的金陵》作者旨在通过自己的视角，对有些建筑和事件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读者能有所
启发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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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儒雅的郑和丢失的奇观哲人玄奘王安石的郁闷无情最是台城柳阳山问碑夜色中的秦准阅尽沧桑北极
阁下说南朝莫愁啊，莫愁小楼留香此处贡院独存德国人拉贝宫花寂寞红孤独的南唐金陵好大的雪谨慎
的途径旧时王谢堂前燕流泪的六朝石刻梅花香如故民国的踪迹庞杂的煦园栖霞叶落绝版的城垣万仞宫
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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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不过，玄奘大师顶骨舍利并没有全部放在三藏塔，由于玄奘顶骨舍利的名声显赫，各地都
想迎请供奉。
1943年12月28日，玄奘顶骨舍利在“分送典礼”后被分成三份，分别保藏于南京、北京和日本。
而北京迎请的那部分被分为四份。
被日本请回的那份，也被一分再分。
目前，玄奘舍利在南京玄奘寺、南京灵谷寺等全世界九个地方被供奉。
相对而言，南京九华山玄奘寺的那份舍利，自1943年封存后，就一直留在三藏塔下，没有动过，最为
完整。
北京当年迎请的一份玄奘顶骨舍利后来在1957年被转赠给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如今仍安放在印度那烂
陀寺玄奘纪念堂中。
一位伟大的佛学大师，圆寂后其顶骨舍利受到如此热捧，确实值得我们去很好地探寻他不平凡的人生
经历。
  三藏塔建于1943年，为五级方形楼阁式砖塔，系依照唐代长安兴教寺玄奘墓塔而建，各层辟有四座拱
门，底层须弥座上刻有“玄奘法师灵骨”六字，塔基正中镶嵌有圆形青石，镌刻《玄奘西行路线图》
，其下竖立玄奘全身青铜像，这是根据《玄奘负笈西行图》塑造，像高45米，重35NE，于2001年4月29
日落成。
  而今的南京九华山已作了很好的整修，在塔前还塑了一尊玄奘大师年轻时去西方取经的塑像，裤角
高挽，身背行囊，脸上充满着希望和坚毅的神色，但我总觉得未得玄奘取经之神，艺术性并不高。
在这里，究竟应当要建一尊什么样的人物塑像是要很好地琢磨的，这尊塑像要能表现大师的思想深度
。
在塔的西面还建有一座六和塔，在这里可以放眼远眺紫金山和南京城景色。
应当说，整体环境整治得还是不错的，但游人不多，塔前的香火很少，远不及不远处的鸡鸣寺，和这
样一位佛学大师的地位极不相称。
作为佛学高僧，作为历史学家，作为写出《大唐西域记》的旅游大家，应当有更多的人前来探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旧时的金陵>>

编辑推荐

《旧时的金陵》作者旨在通过自己的视角，对有些建筑和事件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读者能有所
启发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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