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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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史界对乐史《太平寰宇记》亦多褒语，认为收录颇为繁富，考据也较精详，所载宋代史实
为研究宋史提供了可贵资料。
加之，姚鼐乃为大家，以此为据，当有其理。
再考《太平寰宇记》原200卷，原书虽多残缺，清四库本所缺乃为第113～119卷，而所记莫愁湖文字在
第90卷，并不在所残中。
“三山门”之误，为明人传抄之误，还是此条为后人衍文，仍然待查。
　　再查四库本《太平寰宇记》，卷90“异州”中还真如金鳌所言并“无此文”。
至此，真相大白，《记》中莫愁湖云云，乃为后人添加，并非出自宋人乐史之手。
细思之，宋代连本地的良志《景定建康志》都未载，全国性地理类志书又怎么可能涉及呢？
后人添加之劣本，贻误匪浅，连姚鼐也上了一个大当。
　　至清汪士铎等纂《上江两县志》，又提出莫愁湖的前身即吴大帝时之横塘，不但将莫愁湖形成的
时间大大提前，而且将时间明确定格在三国孙吴时期。
志云：“吴大帝时，自江口缘淮筑堤，谓之横塘。
《吴都赋》日：‘横塘查下，邑屋隆夸。
’楼台之盛，天下莫比者也。
亦日南塘。
晋义熙七年，刘裕拒卢循于石头，寻出陈于南塘，即此。
今为莫愁湖。
”今人撰著，多循此说。
　　较早提及横塘的文字，是晋左思《吴都赋》：“横塘查下，邑屋隆夸。
长干延属，飞甍舛互。
”关于横塘的较早文字记载，则见唐许嵩《建康实录》：“横塘，今在淮水南，近陶家渚，俗谓回军
毋袱。
古来缘江筑长堤，谓之横塘。
淮在北，接栅塘，在今秦淮径口。
吴时夹淮立栅⋯⋯”要之，古代之“塘”当有二解：一即堤，筑土防水是也；二为方型水池。
“横塘”，即为“缘江⋯‘长堤”，亦指“长堤”所围方池。
缘江筑长堤，应是当时防御水患的一项水利措施。
“横塘”，亦似为当时乡人的俗称，并非正式命名。
而今莫愁湖呈三角粽形，实在看不出与长方形的“横塘”有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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