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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京迄今有近2 500年的建城史，其间有十个王朝或政权在此建都。
东吴、东晋与南朝的宋、齐、梁、陈，史称“六朝”，后加南唐、明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又合
称“十朝”，故南京素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
    自公元229年起，东吴、东晋，以及南朝宋、齐、梁、陈相继在南京建都，史称“六代豪华”。
唐宋之交，南唐雄踞东南，为五代十国中的佼佼者。
到中国大一统的明代，朱元璋在此称帝，南京呈现出“秦淮灯船甲天下”的繁荣景象。
至近代，以推翻清王朝为号召的“太平天国”在此定都，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统治。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孙中山在此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使中国历
史发生了重大转折。
1949年，南京解放，国民党政权退至台湾，古都南京走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漫长而沧桑的历史为南京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最具特色、成就最高、遗存最多的是南京作
为都城时期形成的文明，以南京为中心而形成的历代都城的灿烂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篇章。
    本书主要阐释十朝历史文化特色，包括历史成就、重要事件、风云人物及都城建设等，以帮助人们
解读南京璀璨、厚重的历史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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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说南京十朝历史文化》以图说文，以文释图，全面描绘了南京作为十朝都城在历史事件、历
史成就、历史人物、都城建设方面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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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南京人类活动史可以追溯到距今60万年前的汤山猿人，建城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命范蠡
修建的越城，建都史以公元229年东吴定都建业为起点。
    古人类足迹    南京最早的人类化石——汤山古人类化石    汤山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地点位于江宁区汤
山街道雷公山葫芦洞，是南京地区最早的古人类遗址，距今约60万年。
1993年，当地政府在对葫芦洞进行旅游开发时，发现两件古人类头骨化石和一批动物化石。
一号头骨属于一名壮年女性，二号头骨属于一位壮年男性。
汤山古人类被命名为“南京直立人”，俗称“南京猿人”。
南京猿人头骨化石是现存中国生活年代最久远的猿人头骨化石。
出土化石现藏南京市博物馆。
    旧石器时代人类——神仙洞古人类化石    神仙洞古人类化石地点位于溧水县白马镇回峰山北麓。
1977年在此发现了一批古脊椎动物化石和一件成年女性右颞骨化石，距今1l 000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略晚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
神仙洞中发现的陶片，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
出土化石现藏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地质博物馆。
    金陵第一古村落——薛城文化遗址    薛城遗址位于高淳县淳溪镇（原薛城乡），是南京地区面积最
大、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遗址现存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为分布密集的氏族墓地，距今约5 500至6 000年；下层为居址，距今约6 000至6 300年。
遗址地域特征鲜明，填补了长江下游苏、浙、皖三省交会地带史前考古的空白。
    南京城市文明的发源地——北阴阳营文化遗址    北阴阳营遗址位于南京鼓楼岗西北的北阴阳营，属
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址。
遗址原为一凸出地面的椭圆形土墩，西侧有金川河流过。
1955至1958年，南京博物院对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
以北阴阳营遗址下层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距今约5 000至6 000年，在长江下游南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
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故被命名为“北阴阳营文化”。
出土遗物现藏南京博物院。
    江南青铜文化——湖熟文化遗址    湖熟文化遗址最早发现于江宁湖熟镇，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
周时期遗址。
遗址地域特征明显，考古学上命名为“湖熟文化”。
湖熟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广，以湖熟镇为中心，分布地域有400平方公里。
遗址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青铜器，为研究长江中下游的历史和古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绵延不断的南京地区早期人类发展史，说明了南京和江南地区的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发源
地之一，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共同孕育、滋养了绵延5 000年的中华文明史，而南京正是长江
文明起源的中心地区。
    建城初始    南京的建城史始于春秋时期。
西周末年，王室逐渐衰落，各诸侯国日益兴盛，先后出现了楚、齐、秦、晋、吴、越等几个大国。
南京地处吴、楚交汇之地。
春秋时，南京地区先属吴，越灭吴后，属越。
战国时，楚灭越国，南京又归人楚国的版图。
    冶城——南京最早的名称    南京最早的名称是“冶城”。
相传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南京朝天宫（今南京市博物馆）所在地设置冶炼作坊，铸造兵器，其山被
称为“冶山”，又叫“冶城”。
冶城是南京最早的城池雏形之一。
    越城——南京最早的古城    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命令大夫范蠡在秦淮河南岸的长干里（在今中华
门外）筑城，史称“越城”，又名“范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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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城城周“二里八十步”，是南京地区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古城，被公认为是南京建城史的开端。
    范蠡（生卒年不详），春秋末越国大臣，政治家、军事家。
  字少伯，楚国宛邑（今河南南阳）人。
少时从计然习治国、治军方略，雄才过人。
后投奔越国，辅佐越王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
灭吴后，来到金陵，奉命在秦淮河南岸古长千里筑越城。
此后，范蠡急流勇退，辞官离越，致力经商，成为巨富，自称“陶朱公”，被后世尊为“治国良臣、
兵家奇才、商业圣祖”。
    金陵邑——南京行政建置之始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在石头山（今清凉山）上设立金陵邑（属
江东郡），标志着南京设置行政管理机构的开始。
从此，  “金陵”成为南京最有影响力的别称。
    秣陵县——南京第一次设县    秦朝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废楚金陵邑，改置秣陵县（治所在今江宁区秣陵街道）。
据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至金陵时，风水先生对秦始皇说金陵有王气。
秦始皇于是命人凿断方山，使秦淮河流贯金陵，把王气泄散，并将“金陵”改为“秣陵”，寓意为“
牧马之地”。
P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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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
　　——（三国）诸葛亮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南朝）谢眺　　　　芰荷声里孤舟雨，卧入江南第一州。
　　——（北宋）张耒　　　　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
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王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
　　——（中华民国）孙中山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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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漫长而沧桑的历史为南京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最具特色、成就最高、遗存最多的是南京作为
都城时期形成的文明，以南京为中心而形成的历代都城的灿烂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篇章。
南京十朝历史文化园编写的《图说南京十朝历史文化》主要阐释十朝历史文化特色，包括历史成就、
重要事件、风云人物及都城建设等，以帮助人们解读南京璀璨、厚重的历史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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