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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名人与南京》选取了一些在中国历史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就他们人生旅途中与南京关系密切
的部分，加以展开叙述，或写他们在南京期间的生活、工作、奋斗历程，或写他们对南京的贡献，或
写南京对他们思想、事业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了解、认识那引起在南京的发展演变中青史留名的名人，用他们的业绩才教育、激励现在的人们，
是编辑本书的初衷。
我想，当读者了解了南京在这些仰之弥高的名人在人生轨迹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之后，不仅会增强对
这座城市的热爱，而且还会通过审视名人在南京留下的跋涉足迹，有所感悟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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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安吉1939年12月出生，湖南长沙人。
1964年大学毕业。
现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主席，全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编并主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等多部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
主编的《可爱的南京》丛书（第一辑）和撰写的论文《永远不能忽视的首要问题》获江苏省“五个一
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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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甘守清贫求学问——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医药学家葛洪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的一天
，广州刺史邓岳忽然接到友人的信，信中说：“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要远行去寻找师父，到时候
就出发)。
于是，邓岳匆忙前去告别，等他赶到时，只见友人坐在正午的太阳下，浑然无知像睡着了一样地死去
了。
这位与世长辞之人，就是东晋时期的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医药学家葛洪。
葛洪(284-364)，字雅川，号抱朴子，句容(当时属南京地区)人，久居秣陵，晚年隐居广东罗浮山(今属
海南省)。
曾担任过州主簿、司徒、咨议参军等不高的官职，并因镇压石冰领导的农民起义“有功”，于东晋建
立(317年)之后，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
葛洪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贵族家庭。
祖父葛系是三国时东吴的大鸿胪。
父亲葛悌，吴国灭亡后到了晋朝，任邵陵郡太守。
葛洪少年时就喜好学习。
13岁时父亲去世，又逢西晋“八王之乱”，家境每况愈下，但他的好学之志不变'常常白天上山砍柴，
挑到集市去卖，以换取纸笔，晚上就抄书背诵温习，因而以精通儒学而知名。
他一生尤其爱好“神仙方术”。
早年，求学于堂祖父葛玄弟子郑隐的门下，学习炼丹的方法。
晋建兴元年(313年)，隐居江宁方山洞元观修道、寻药、炼丹。
后又远离故乡，南行广州，从师于南海太守鲍玄，潜心修炼医术。
他毕生效力于“穷览典籍”和炼丹术、医药学的研究，从不追求私欲的满足，不贪图玩乐，“不知棋
局有多少点”“不参加搏戏也不掷骰子”。
他为人质朴不善辞令，“不崇拜荣华，也不追逐名利”。
当他看到天下动乱时，就想到南方躲避，以避开仕途生活。
亲密好友为他举官，也从不应允。
他说过：我不想在荣华富贵的仕途上奔波，而安心在穷困的地方探求学问。
粗劣的蔬菜中含有8种珍贵食物的甘美，穷陋的住房中含有雕梁画栋之室的乐趣。
所以我对于权贵之家，虽然近在咫尺也不去追随他；对于通晓道行学术的人，虽然在艰险遥远的地方
也一定去拜访他。
到了晚年，他虽曾请求出任句漏县令，但也“不是想要荣华，只是想以此得到丹药”。
最后拖着年迈衰老的身躯，带着儿子、侄子再次南行，被友人挽留在罗浮山潜心修身养心，著书立说
。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由于葛洪刻苦学习，博览群书，潜心钻研，终于成为一位学识渊博之人。
他一生著作甚丰，除著有以自号为题的《抱朴子》70卷外，还撰写了《金匮药方》100卷，碑、诔、诗
、赋百卷，移檄章表30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10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使
、杂事310卷。
其博闻多识，赛过当时的江南学者，著述、文章“比班固、司马迁还多”。
他的思想，基本上是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一面把道家术语与金丹、神仙的理论相附会；
一面坚持儒家的名教纲常思想，并对魏晋以来玄学清谈风气表示不满。
他论文主张立言必须有助于教化，同时又提倡文章与德行并重，反对厚古薄今。
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资料，尤其在炼丹术和医药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丰富和发展祖国的化学、
医学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炼丹，本是古人为求“长生”而炼制丹药的方术。
他们认为，在烧炼丹砂时，它的颜色、形态都发生了变化，可以和人的生老衰死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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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长生不老的目标是无法达到的，但葛洪在长期的炼丹活动中，由于接触物质的变化规律，并做了
大量的原始状态的化学试验工作，从而积累了许多朴素的化学知识。
在《抱朴子》一书中，除了用大量篇幅论述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以外，还在其内篇中用“金丹”“
仙药”“黄白”三篇文字详细记述炼丹的方法，明确提出煅烧红丹可以游离分解出水银，总结出化学
反应的可逆性。
这说明，早在1600多年前，我国的化学研究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
葛洪对医学也颇有研究。
他一生中撰写了不少医学书籍。
不仅在《抱朴子》中，记载了常山、麻黄、大黄、密陀僧、赤石腊等多种植物药和矿物药的性能和功
用，晚年还在罗浮山完成了医学巨著《金匮药方》。
后为便于携带，又节略成《肘后救卒方》三卷。
其内容涉及各种医学，比较系统地收录了易得、有效、价贱的药物，使用方便的药方，同时还载有热
汤、蜡疗等简便易行的治疗方法，以及用大豆、牛乳、羊乳治疗脚气的方法。
此外，他通过长期实践和刻苦钻研，对许多传染病比前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他的《肘后救卒方》中，对天花病的症状及治疗方法作了这样的记述：“比岁有病时行，及发疮头
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活，剧者多死。
治得差后，疮瘢紫黑，弥岁方夭，此恶毒之气⋯⋯煮葵菜，以蒜齑啖之，即止。
”他对天花病所作的详细记载，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医学史上堪称尖端。
他还研究出以汞、雄黄、猪脂为原料炼制成软膏，治疗癣疥等皮肤病的方法，揭开了我国医药史上化
学制药的一页。
他甚至还发现了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认为只要杀掉咬人的病犬，将狂犬脑敷于被咬者的伤口上，就可
治疗狂犬病。
这种“以毒攻毒”的方法，就是近代的免疫法。
葛洪最后老死在远离故乡的罗浮山，终年81岁。
死后人们仍深深地怀念这位学问精深的人。
据《晋书》记载：死后，人们看他的脸色就像活着的人一样，身体也很柔软，抬尸人棺时，很轻，好
像只有一身衣服，世人认为他已经“尸解”(意为灵魂脱体)后成仙升天了。
这虽是神话传说，不足为信，但也充分表达了世人对葛洪的一种思念和敬仰之情。
(狄树之)妙笔点睛神采扬——六朝才子顾恺之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是被谢安称为“生之以来
所未有”的著名画家，生于东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卒于东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年)。
晋宁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幼年随父居京师建康(今南京)。
顾恺之博学有才气，工丹青，传写形势，莫不妙绝。
人称顾恺之“三绝”：画绝，才绝，痴绝。
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瓦官寺落成以后，和尚设会邀请朝廷士大夫来击鼓撞钟，捐施钱财。
当时捐施的人没有一个超过10万钱的，但是临到顾恺之的时候，他直接写上捐钱100万。
众人大惊，以为顾恺之空口说大话。
和尚上前请顾恺之付钱。
他说：“请在庙里准备一堵新粉刷的白墙壁，我自有募钱的办法。
”和尚将大殿西壁准备好之后，顾恺之闭户一个多月，精心绘制了一幅有“清贏示病之容，隐几忘言
之状”的维摩诘像壁画，将要画眼睛的时候，顾恺之对和尚说：“第一天进来看壁画的人，请他捐
钱10万；第二天进来看壁画的人，捐钱5万；第三天随意布施。
”等到开寺的时候，他信笔“点睛”，顿时维摩诘神采飞扬，光照一寺。
观画捐施的人挤满了寺门，很快就募集到了百万钱。
这幅壁画，与戴逵铸造的五尊铜佛以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所赠高四尺二寸的玉佛，合称为瓦官寺“
三绝”。
至唐代，壁画尚在。
杜甫年轻时曾经到瓦官寺来看过这幅画，后来他写诗说：“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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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恺之绘壁时，年方20岁左右，住在距离瓦官寺不远处(今武定桥西、三山街南的花市原有一条小街
名叫“顾楼”，相传是顾恺之住宅所在地)。
家有二楼，他平日上楼作画，专心致志，撤去楼梯，不接待宾客，吃饭也由妻子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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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本书书稿已经编定即将付梓之际，编者还有几句话要交代一下。
书中53篇文章，一部分是根据本书的总体构思，约请对有关人物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撰写的；另一
部分是选自公汗发表的文章。
这后一部分文章在收入本书时，大多已根据本书的编辑宗旨、体例及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了增删
或改写，为尊重原作者的劳动，文末仍署原作者名，特此说明。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
沈嘉荣、颜一平、何正木同志认真审校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高耘、金之蓉、狄树之、蒋晓星同志审看了部分相关篇目，对一些人物的写作以及史料核实提出了很
好的建议。
陈远焕、卢海鸣等同志为本书选用图片提供了方便。
南京出版社的周玉铝、杨晓岗、沈丽国同志也为本书做了大量工作。
在此，谨向以上诸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尽管编者尽力想把本书编好，但由于时间和资料所限，书中仍难免有讹误和差错之处，敬请读者不吝
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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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人与南京》：可爱的南京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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