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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曾经无比眷顾南京。
自今以溯，凡五千年，建业情怀，金陵风物，那些附着在历史虚境上的形声色意，所谓楚秦王气、南
朝烟雨、赵宋残阳、明朝宫阙、天国风雨者，或托于古巷，或附于丘阿，或以诗表，或以词生。
凡此种种，都在这座古城千年的皇皇之旅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浸染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文化意味，总
让人们在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中细细品味出她撼动人心的魅力。
在偌大的一座城中，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人因其各居其所，也就各寻其趣，各怀其思。
城南人熟知秦淮河的氤氲之气与夫子庙的俚俗繁华，城西人徜徉在石头城下莫愁湖边，居于城北则会
醉心于玄武湖的舒展与鸡鸣寺的空灵，身在城东自然会钟情于紫金山和明孝陵，生活在中心区的人们
则会以与总统府和其他众多的民国建筑为邻而自豪。
复复华夏，四野异趣。
古来寓居于此者身份各异，谋生、求知或致仕，来了，就在此坦然生息了。
他们在此留下不朽之作或成就千古功业。
帝王将相、文人骚客，不胜枚举。
三国吴大帝构筑建业城，南朝刘勰创制《文心雕龙》，南宋岳飞牛首山大败金兵，明代郑和西航达于
至远⋯⋯古都南京华章迭出，伟业连连，实因地处南北东西交通之所，地理气候条件优厚，更兼极为
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具有包容性的文化氛围使然。
南京人温厚、大度，不骄躁，少急进，在历史的狂风骤雨中，又显现出鲜有的坚韧与执著。
用一个时髦的词汇，南京一直就是一个移民城市。
众多寓居在此的人不仅身有所托，更是魂有所依，他们创造的历史传奇或是遗存的文化痕迹，与南京
相互交融并一脉相承。
金陵自古就是览胜地。
情以景生，景因情胜。
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南京不少胜迹都留在了他们的诗章中。
著名的如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和杜牧的《江南春》，无论是“金陵王气黯然收”，还是“多少楼
台烟雨中”，道出的都是历史的无情与沧桑；而诸葛孔明“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
的赞誉，孙中山先生“此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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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曾经无比眷顾南京。
自今以溯，凡五千年，建业情怀，金陵风物，那些附着在历史虚境上的形声色意，所谓楚秦王气、南
朝烟雨、赵宋残阳、明朝宫阙、天国风雨者，或托于古巷，或附于丘阿，或以诗表，或以词生。
凡此种种，都在这座古城千年的皇皇之旅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浸染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文化意味，总
让人们在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中细细品味出她撼动人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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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36年，毕庆昌、王建翔两位学者经过多年对玄武湖地质、地貌的勘测，在《南京玄武湖地质
环境与成因》一文中，对玄武湖的形成做出了结论。
他们认为，玄武湖的形成是由附近的钟山逆掩断层、天堡城断层、富贵山断层、太平门断层的四大断
裂现象致使玄武湖低地形成，而四者缺一不可。
前三次断层与玄武湖低地的形成是间接关系，而第四次则直接形成了玄武湖。
太平门断层将其西侧下投，使玄武湖低地成立。
如果没有这处低地蓄水成湖，即使有“人定胜天”的愚公精神，也不可能凿山为湖。
因此，他们认为玄武湖是天然湖，它的形成时间应在第三纪中。
1984年，南京师范大学李立文先生在《玄武湖的成因》一文中则认为，玄武湖的成因必须从地质构造
、岩性、人为影响等方面综合分析。
如湖区位于宁镇、宁芜地区构造的分界线，处于钟山一幕府山复向斜开的喇叭口端，断横交错，为一
破碎带。
在破碎带内又有火层岩侵入体，经过风化剥蚀，发育成河流，是为原始湖盆。
由于泥沙的积淤，在历经干百万年的侵蚀之后，渐渐被溶蚀为一处低洼积水之地，而形成湖泊。
湖水向四周浪击侵蚀，不断扩大水域，终于成为玄武湖。
据史书记载：六朝时期的玄武湖“周四十里，东抵钟山、西限庐龙，北带大壮观”，面积约是现在的
四倍之多。
从地质观点来看，玄武湖应早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形成了。
如果没有历代的疏浚，玄武湖也许早就湮没淤塞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玄武湖，是经过历朝历代对玄武湖开发利用而形成的格局，是人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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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玄武湖作为南京地区的著名湖泊，自六朝始就名闻遐迩。
有关玄武湖的文学作品虽称不上是浩若烟海，但也俯拾皆是，其中不乏闪耀着前人的智慧和劳动的结
晶。
玄武湖在这些名家的笔下生辉，使我读之受益，得到启发。
2009年初，我受玄武湖管理处之荐，担当撰写《玄武湖史话》之任，深感诚惶诚恐。
此前，虽参加过《玄武湖志》的编纂工作，对玄武湖的文化建设也做过一些实际工作，但毕竟知识有
限。
能否写好此书，我心中无底，只有尽力为之。
尽管顾虑重重，好在有市园林局许宏局长、刘红流副局长以及陆文祥、徐永洪处长的高度重视和关心
，玄武湖管理处领导的支持和信任，使我充满信心，于是欣然命笔，多方查阅资料，走访专家学者，
从健在的老湖民那里了解玄武湖的过去，使我有限的知识，得到了一定的充实。
全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从雅俗同赏的角度，反映了玄武湖的人文历史、社会活动、园艺湖产和建筑
名胜。
写作前，南京出版社卢海鸣博士针对本书体例设计，提出了以内容为篇目、以时间顺序为脉络的修改
意见，使全书突出了以史实为依据的特点，强调了内容的真实性、知识性与趣味性。
写作中，范忆编辑为本书定稿做了许多建设性的工作。
尽管本书一定存在不少遗憾，但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有关领导的关怀与鼓励。
玄武湖管理处领导虞壁平、赵忠山、洪海，党委工作部詹宁、王鹤及老领导汪洪宝等，曾就初稿组织
专题讨论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党委工作部高原同志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增强本书的可读性，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参阅许多文献资料，在此谨向被引用史料的原编著者以及给
予鼎力相助的领导和同事们，深表谢意！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加之时间仓促，文中难免会有谬误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及热爱玄武湖的读者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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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玄武湖史话》：文化南京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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