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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余生本是无为邑，随父垦荒入宁籍。
”笔者出生于南京八卦洲，在日军入侵南京前夕，父母举家迁徙句容桥头长江边一圩村。
在民族处于深重灾难、国乱民离的年代里，在风吹荻花秋瑟瑟的荒洲茅舍的窘境中，我度过了少年时
代。
自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回到南京求学、工作和生活，迄今55年矣。
由于工作的关系，最近30年来，开始关注、了解和研究南京。
    南京是一座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古都名城。
可是翻阅书籍文章，常有相互柢牾之事，令人莫辨。
    南京古称金陵。
金陵之名缘何而起?“南京”之名又始于何时?历史上几度称过南京?南京先后有十朝在此建都，故有“
六朝古都”、“十代都会”之称，那么“十代都会”之称是如何演化来的?想必你读过唐代诗人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那首名诗，那么朱雀桥究竟在何处?六朝时的鸡笼山，何时由何
人改称鸡鸣山?状元境之名真的是由秦桧父子而来的么?乾隆皇帝屡问清凉山扫叶楼，扫叶楼真的是龚
贤故居吗?  “吴宫花草埋幽径”，金陵何处是“吴宫”?秦淮河边、石头城上、桃叶渡口、胭脂井中、
南唐琼楼、明宫宝殿、总督部院、天朝王府，又曾发生过怎样摄人心魄、令人情牵的历史故事?凡此种
种，难以尽述。
当你徜徉在南京繁华的街道上，你可曾想到南京历史上有一条长达千余年的古道——六朝御道，它当
年沿途是何等的繁华，今天的遗迹又在哪里?    《南京掌故》远采旧闻，近摭逸事。
它大事、琐事寻根逐末，较正史为详；异闻、野史毛举细故，补正史之阙，是一地域社会发展状态的
真实记录，反映该地区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物、典制等诸多史事，既是历史车轮的斑斑轨迹
，又是人类征途上的点点火把。
编著者所撷取的“历史琐闻”既力求反映出这一地区的概貌，又能突出其特点，以求其有鲜明的地方
特色。
    中国六大古都之一的南京，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本书即介绍上自先秦，下迄20世纪末，两千余年来南京之异闻野史，包括城池演化、街坊探源、名人
遗踪、文苑艺林、典章制度、民俗风情、物产风土等，载录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和流传于民间的口碑
材料，并探求其源，详释演变，为完备翔实的地方掌故书籍。
    编著《南京掌故》，既为存一邦之史料，传承中华文明，更是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优良传统教育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了解和研究江南名城南京，提供一本可信的乡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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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京掌故（修订版）》远采旧闻，近摭逸事。
它大事、琐事寻根逐末，较正史为详；异闻、野史毛举细故，补正史之阙，是一地域社会发展状态的
真实记录，反映该地区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物、典制等诸多史事，既是历史车轮的斑斑轨迹
，又是人类征途上的点点火把。
《南京掌故（修订版）》所撷取的“历史琐闻”既力求反映出这一地区的概貌，又能突出其特点，以
求其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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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浩瀚的长江从南京穿城而过，江流构成了南京的天然屏障，不尽的江水孕育了南京的古老文明。
南京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和历史文化名城。
南京在历史上称过金陵、秣陵、建业、建康、扬州、丹阳、舁州、江宁、白下、集庆、应天、天京，
名称屡有变易，唯“南京”和“金陵”之名，南京人却情有独钟，一直传承至今。
那么南京之名是何含义，始于何时，又用了几次呢?    南京之“京”，古义为“大”；南，即南部，南
京本意为南部之大城市。
而帝王所居之地，即称京师。
《公羊传》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
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
天子之居，必以众大言之。
”南京建都十朝，先后有49位皇帝和2位元首驻此，算得上地位之高大，拥众之多了。
    今南京之名起于何时?据诗文所述，始于南朝。
南朝刘宋末年，建康(今南京)及京口(今镇江)一带，民间流传两句谶语。
一谶说：“年历七七水灭绪，风云俱起龙麟举。
”隐指“刘氏将灭”。
“七七水灭”是指“水德”于“七七年”时，龙要腾云升天了。
历史上，封建王朝皆分别以“金、木、水、火、土”五星为德，以德治天下。
南朝刘宋以“水”为德，称“水德”。
刘裕自东晋义熙元年执掌大权，在晋有16年；到宋永初元年即宋帝位，至异明三年有61年，合计77年
，水尽龙飞，不再延续了。
另一谶说：“肃草成，道德怀书备出身，形法治吴出南京。
”此谶隐含“萧姓当政”。
“肃”、“草”为“萧”。
果不久，公元479年，萧道成即帝位，取代刘宋，国号齐，史称南齐。
因为萧氏出生南兰陵(今常州西北)，而府治在南徐州，即京口，今镇江，所以此谶中“形法治吴出南
京”。
史家在((南朝齐会要》中引《祥瑞志》说：“南京，南徐州治京口也。
”南齐时的“南京”是指京口，即镇江。
而今南京之名，则始于南朝梁代。
    南朝梁代，名臣萧子显有一首《奉和昭明太子钟山讲解》诗：“崇岳基旧宇，盘岭跨南京。
睿心重禅室，游驾陟层城。
”萧子显，字景阳，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史学家。
入梁后，以文才秀隽而为梁武帝爱重，历任建康令、中书郎、吏部尚书、侍中等职，撰著史籍有循汉
书》一百卷、《南齐书》六十卷等。
上述诗即是他与梁昭明太子萧统的唱和之作。
诗中“盘岭跨南京”之句，即指“龙盘虎踞”之地南京。
这是今南京之名首见诸史籍。
不过此时的南京，还只是诗文中的语言，尚不是建置名称。
    南京之名第二次出现，是在栖霞山明征君碑文中。
唐上元三年(676年)，唐高宗李治为明僧绍立御碑，碑文云：“⋯⋯凌江回憩，遂届南京。
负杖泉丘，游睨林壑。
历观胜境，行次摄山⋯⋯有终焉之志。
”这里的南京即指今南京地区。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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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除由陈济民主撰外，还收录了几位专家学者的数篇文稿。
陈济民独立撰写的文章文后均未标注作者，其他作者撰写的文章均在各篇文后注明了作者姓名。
在编撰过程中，得到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
档案馆、南京图书馆、金陵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南京出版社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还有《南京日报》、《金陵晚报》、《南京晨报》及原《南京史志》杂志同仁均给予支持协助。
尤其是在选题策划等方面得到南京出版副社长、编审卢海鸣博士的鼎力相助，还有多位人士为本书提
供了珍贵的资料图片，书内所收120余幅图照，除署名者外，还从《南京历代风华》、《南京明清建筑
》、《南京民国建筑》、《南京史志》、《南京民俗志》、《民国官府》等书刊中转引数幅，在此一
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出版之后，承蒙读者和新闻媒体的支持与垂爱，书中有数十篇文章被多家报刊及志书转载收录
。
值修订再版之际，又对篇目作了增删，对文章作了修订，谨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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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六大古都之一的南京，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陈济民编著的《南京掌故(修订版)》即介绍上自先秦，下迄20世纪末，两千余年来南京之异闻野史，
包括城池演化、街坊探源、名人遗踪、文苑艺林、典章制度、民俗风情、物产风土等，载录了大量的
第一手史料和流传于民间的口碑材料，并探求其源，详释演变，为完备翔实的地方掌故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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