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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十朝故都的南京，地灵人杰，代有人豪！
自公元前472年范蠡在城南长干里筑“越城”始，其后经历了孙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南唐
、明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与后续的国民政府，到1949年“金陵王气黯然收”，十代
故都经历了1700多年的风云历史和城市演变。
“曲屈秦淮济万家”，素有南京母亲河之称的秦淮河，其两岸是金陵都城最繁华之地，贵族世家聚居
，文人墨客荟萃。
在漫漫2500年里，“秦淮”成了金陵的一别称，是南京历史进程的缩影和见证。
在泱泱华夏的众多城市中，还没有如此闪烁着璀璨人文之光的历史文化名河！
六朝金粉、十代王朝，虽已在历史的磨劫中暗淡消逝，而当年那些风流人物的丰采，千古之下却长留
人间，永驻人们的记忆和想像之中。
极擅秦淮之胜的夫子庙名胜风景区，乃为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祭拜孔子的圣地，东南各省
的文化教育中心，凡旅居过南京的人，对它的桑梓烟云都有所闻，俨然为南京十朝的胜地！
秦淮河畔难以胜数的古代遗迹和文化遗宝，无不令人流连！
和皇家渊源深厚的长千里文化，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中的大报恩寺塔，震惊世界最大阿育王塔的出土
，金棺银椁中的佛祖顶骨舍利，三藏法师玄奘灵骨的传奇经历，继曲阜之后开建最早的中国第二大孔
庙，我国惟一现存规模宏伟的江南贡院，流光溢彩的奎星阁、聚星亭，李白醉酒捞双月的得月台、文
德桥，乌衣巷里王、谢大族的“堂前燕”和王羲之坦腹的东床，名噪后世的王献之迎妾的桃叶古渡，
安乐寺内的“画龙点晴”，窈窕明洁的徐达东花园“白鹭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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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六朝金粉，自古称胜，江山粉黛，久负盛名！
中国城市第一历史文化名河、江苏第一国家级旅游胜地的“秦淮名胜风景区”，现已成为全国第一
家5A级开放式景区，吸引着无数中外游人、嘉宾和领导人来此观光视察，每年人数达二千多万人次，
盛名远播！
     作者古今纵横，广泛涉猎，展历史画卷，抒今朝风韵，溶名胜风物、历史文学为一炉，以区域形式
为主，分撰成24章，每章分有四级标题和配图，近百彩图含各级获奖作品，呈现给广大游客、嘉宾和
同好，聊充导游、散文和文献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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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允尧，南京人，大学毕业，1971年文艺兵入伍，演奏和创作，后从事教学10年；1987年人江苏古籍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至今。
80年开始研究、写作，曾任省市政协对外宣传、中新社々稿部、台《历史月刊》《中央日报副刊》、
美《世界日报》等多家媒体特约作者，在海内外刊发了百万言以上文章，尤将南京推向世界作出了贡
献。
著有《玄武湖》《明孝陵》《漫步南京老街》，合著《金陵野史》《故上旅情》《京华感旧录》《金
陵胜迹大全》等，业绩被载入海内外数十家典籍中。
省市作家协会会员、史学会会员，南京好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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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康熙登基后为加强统一，实行削藩。
1673年吴三桂联合耿精忠、尚之信等藩王举兵反清，自称周王，一时南方数省响应，形成严重威胁清
廷的“三藩之乱”。
1678年吴在衡州（今衡阳）称帝，国号周，不想5个月后吴病死，由其孙吴世瑶继位。
1681年清军连克湖南、贵州、四川；后来大军进至昆明，吴世瑶无援自杀，清军破城剿残部。
据说陈圆圆自沉于寺外莲花池，结束了她历尽乱世坎坷的一生。
圆圆死后葬于池侧，直到清末，寺中还藏有陈圆圆二帧小影，池畔留有石刻诗。
玉殒香消何处之迷《明史》《清史稿》对陈圆圆记载非常简单，但记述她的野史笔记、传奇故事却不
少，对她的死众说不一，成了无确切答案的神秘之谜。
据《甲申传信录》中记述，当刘宗敏向吴襄索取圆圆时，吴襄回答已送宁远，且已死。
此后谈迁的《国榷》、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和叶梦珠的《续绥寇纪略》都采用了这一说法，但未提
在宁远病死的情况。
姚雪垠在《论“圆圆曲”》文中据此断定，圆圆于崇祯十六年死于宁远，此为病逝宁远说。
但理由不充分，引起异议。
吴梅村在《圆圆曲》中采用时人说法，圆圆并非死于宁远，诗中记述道“专征箫鼓向秦川。
金牛道上车千乘，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
”说明吴三桂奉命向陕西、四川进兵时，圆圆一直是相随的。
但圆圆魂归何处？
诗中未涉及。
康熙时陆次云的《圆圆传》所述的故事比较完整，说吴三桂在云南被封为平西王后，建苏台、营郧坞
，华贵无比，圆圆常歌《大风之章》向他献媚，吹捧他“神武不可一世”，因而受到吴三桂数十年如
一日的专房之宠。
后来三桂叛乱，是出于圆圆的“同梦之谋”。
圆圆结局是和三桂一起被歼灭。
但歼灭细节未言明，一般指被清军所杀或为罪囚被处死。
此为清军围杀说。
在陆氏之后又有钮琇作《圆圆传》，关于圆圆在云南的生活写得比陆传详细，但与陆传所云截然不同
。
钮传写到吴三桂失败后被籍没时未提及圆圆，关于她的下场只写道“其玄机之禅化耶？
其红线之仙隐耶？
其盼盼之终于燕子楼耶？
已不可知。
”钮只将圆圆之死作为疑问提出，给后人留下了一桩神奇的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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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六朝金粉，自古称胜，江山粉黛，久负盛名！
中国城市第一历史文化名河、江苏第一国家级旅游胜地的“秦淮名胜风景区”，现已成为全国第一
家5A级开放式景区，吸引着无数中外游人、嘉宾和领导人来此观光视察，每年人数达二千多万人次，
盛名远播！
目前由秦淮区政府跨国发起，秦淮河与法国塞纳河和美国圣安东尼奥河联手，在上海世博会时，三条
世界文化名河，开始互联进军世界旅游市场，秦淮河迎来了划时代的腾飞！
二十年前笔者曾应江苏人民出版社之约，撰著过广获好评的《秦淮古今大观》，当年30多万字一万多
册，两年后即告罄，曾被《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多家媒体评誉为“中国名胜区域性百科全书”。
时过境迁，沧桑巨变，当年的笔录已落后于时代的飞跃。
近年来在秦淮区政府和文化局大力支持下，再次对史籍资料广罗博取，对胜地景区、古迹系统考证，
对原著进行了删压和大扩容；古今纵横，广泛涉猎，展历史画卷，抒今朝风韵，溶名胜风物、历史文
学为一炉，以区域形式为主，昼夜辛劳，分撰成24章，每章分有四级标题和配图，近百彩图含各级获
奖作品，呈现给广大游客、嘉宾和同好，聊充导游、散文和文献之册。
为尽量降低书价惠及读者，蒙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厚爱，由笔者进行了版式、图片等改革性设计。
全书文字精炼，追求“字字千金”；排版紧密有致，大32开每页由通常784字扩为960字，标点占半格
；含家藏历史等280余图片尽少占用文字版面。
这种节约资源、物尽其用、少占书橱空间的思路，在当今炫奇骛新的图书市场上鲜见。
本书得到了秦淮区委徐路书记、冯亚军区长、文化局、旅游局和蒋赞初教授、陈济民方家、陆拂民、
池澄作家、摄影家们大力支持，及刘桂红鼎力无私协助，在此深表感谢！
秦淮遗事浩如烟海，加上秦淮大景区复建还在逐步实施中，本书虽经笔者在每次校对中尽量及时完善
，但遗珠、舛误亦恐难免，待大景区如愿完关后，再行修刊。
敬请方家、读者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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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秦淮古今大观》编辑推荐：中国首家开放式AAAAA级景区，秦淮历史画卷，六朝金粉再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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