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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统府位于南京市长江路292号。
深厚的历史底蕴，多棱的文化折射，使总统府充满了神奇和吸引力。
　　对于喜欢历史的游客，总统府是值得一去的。
1700多年前，这里曾是东吴宫城，在近代更是风云际会。
这里不但有六朝宫城、明代王府、两江督署、天朝宫殿、临时大总统府、国民政府等历史遗迹旧址；
更有皇朝成败、王府兴衰、督署初建、天国成败、督署重修、民国开创、国府定都、抗战迁还、国共
和谈、南京解放等一个个历史事件在此发生；郎廷佐、尹继善、陶澍、洪秀全、曾国藩、左宗棠、孙
中山、谭延闿、蒋介石、林森、李宗仁等一个个历史人物在此先后登场。
总统府像是个时光隧道，带您穿越时空，感受历史脉搏。
　　对于喜欢建筑的游客，总统府是值得一去的。
青砖碧瓦、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高大威严、宽阔气派的清代府衙朝房厅堂，中西合璧的西花厅、子
超楼、政务局楼⋯⋯令您目不暇接。
清代衙署园林、地方官衙建筑、仿法国文艺复兴建筑、中西合璧的欧洲凯旋门式建筑、新民族建筑、
现代建筑⋯⋯使这里成为一座中国近代建筑的博览会。
　　对于喜欢书法艺术的游客，总统府是值得一去的。
这里的碑刻历史悠久、风格迥异，展馆匾额的题写更是荟集当代名家书法精华。
黄象、英和、铁保、俞樾、刘海粟、林散之、萧娴、费新我、武中奇、陈大羽、沙曼翁、尉天池、宋
文治、戴逸、胡绳、程思远、任继愈、管峻等名家墨宝云集。
　　对于喜欢园林风光的游客，总统府是值得一去的。
这里不乏小桥流水、回廊曲径、假山奇石、夕佳霞映、碧波漪澜、秋抚桐音、石舫观鱼、鹊影忘飞、
瓶湖残雪⋯⋯四季花香，美不胜收，使人流连忘返。
古老的煦园焕发新姿，新建的园林犹含古韵。
也许是沾了“总统府”的灵气，虽然大院历经战火纷飞不息、政权更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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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总统府的建筑、碑刻、传说及与之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场景为主线，结合最新发现及研究成
果，解惑游客参观所见所闻中的迷雾疑团，督署选址、卢坦嘉言、武庙重修、煦园得名、天国宝藏、
陶林公祠、印心石屋、民国书家、枫碑传奇、国玺勋章、竞选秘事等文章，添补了以前的书籍空白。
本书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诠释总统府从六朝、明清、太平天国到民国的历史，力求雅俗共赏，使读者
能够在参观中“看得见、摸得着”，觉得历史不再空洞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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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统66 民国政要在南京的最后“全家福”67 “总统府”三字谁人题写?68 蒋介石、李宗仁曾密谋相
互行刺对方哩69 陈布雷自杀之谜70 总统府有地下通道吗?71 解放前后的总统府72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
京”照片是摆拍的73 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碑74 总统府建筑群的国保单位名称75 “1912”名称的由
来76 总统府周边消失的老地名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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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朝时期宫殿亭台在大院的具体位置不好确定，但皇家宫苑的痕迹还是有的。
在20世纪初的南京地图上还可以看到，大院及周边有不少水域，如太平湖、黄家塘等，更早史料亦有
大行宫一带多水面的记载，这些水域最早就是当年六朝皇家园林在大院及附近遗留下来的。
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大院自明朝以来，有明汉王府花园、明武定侯竹园、江宁织造署花园、乾隆行宫、
清督署花园、太平天国东、西花园及后林苑等众多园林，这些都是后人根据前朝遗留下的地形地貌，
因地制宜，不断结合当时政治经济加以营造传承的结果。
　　隋军灭陈后，为了削弱南京（建康）的政治、军事影响，将六朝金粉之地“平荡耕垦”，还通过
多种措施破除建康的“帝王之气”。
到了元代，台城遗址的状况是“尽为军营及居民蔬圃”。
台城结束了光彩华丽的篇章，如同皇帝变成了农夫而从此没落，残留韵金砖玉瓦、高坡池塘经其后八
百年的坎坷战火、荒芜耕作，以前的皇家气派慢慢地消退无踪了。
正如杨修之有诗云：“六朝遗迹好山川，宫阙灰寒草树烟。
”　　总统府大院披上了六朝宫闱的神秘面纱。
也许正是因为此等的上风好水，才会有从明代开始的府邸宫殿、官衙国府。
　　总统府大院，是六朝宫城所覆盖的“风水宝地”。
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没有选址在六朝宫城上建宫，而定在当时较为偏僻的东部地区，原因有三：其一
，六朝宫城虽有300多年历史，但大多为短命王朝，除东晋略过百年，其他都只有几十年，最短的只
有24年，六朝后的南唐也只有39年，而且都是偏居江南一隅的小朝廷，朱元璋觉得继续在前朝遗址上
建宫不吉利。
　　其二，南京地处江南富庶之地，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特别是老城区，前朝宫城原址过去的“皇
家风范”早已荡然全无，却已是百姓人家聚居之地，居民众多，交通不便，不便于大规模地新兴土木
。
　　其三，朱元璋的心腹军师刘伯温，根据明朝新建城墙的形状、13座城门的位置，勘定龙首之位在
中山门内的燕雀湖一带。
这里虽地势低洼，但不失为皇城的“最佳”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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