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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镇江是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3000多年，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镇江是座山清水秀的园林城市，南山北水，江河交汇，真山真水，山水形胜，自古有“天下第一江山
”、“城市山林”的关誉。
镇江是座人文荟萃的文化名城，刘裕、沈括、米芾等名人辈出、名闻遐迩，《文心雕龙》、《昭明文
选》、《梦溪笔谈》等名作迭现、光耀千秋。
镇江是座民间文化的艺术宝库，民间文艺资料库被国内专家称为“中华第一库”，正则绣、竹编、瓷
刻等民间工艺品享有盛名，丹徒南乡民歌、丹阳丹剧等地方曲艺特色浓郁。
优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山水形胜、悠久的文化传承、深厚的文化积淀，铸就出镇江这座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闪亮的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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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太平天国也是为了防守，从府署后十三门起经龙埂上北固的后峰，下山沿江至运河口，转南至
西城外，筑一道新城。
明清两代城池都未到江边，西城墙仅至今烈士路一线向西。
明清镇江城因是因河沿山建城，整个城墙是不规则的。
这在中国古代城池中是不多见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镇江被辟为通商口岸，租界的划定、外国航运业的进入、沿江栈桥码头的建造和
沿岸洋行的设立，使镇江成为重要的商品转运口岸。
及至近代民族工业兴起，城西马路的兴筑、沪宁铁路的通车，镇江城外，即现在的城西地区很快兴旺
繁荣起来。
镇江城的中心跨过城墙的范围由东向西转移。
随着长江的淤塞、码头的搬迁、公路运输的发达、沪宁铁路线与车站南移，一度繁华的镇江城西地区
在20世纪末又衰败下来，城市中心开始向东、向南转移。
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起，大运河入江口东移谏壁，镇江城的变迁也不再局限在老港区沿江十里江岸线
上，开始向东发展，造电厂、修船闸、建大港，实现大幅度的城市东移。
后来，在东移的同时，又在城西建汽渡码头、龙门港、船厂、高资港和润扬长江公路大桥，进行西扩
。
进入新世纪后，城南南徐路的修筑，更将形似弓状的镇江城的一道外弦拉长，城市开始南扩。
镇江城进一步做大、做强！
回溯镇江的历史，人们可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镇江是一个沿江依河不断西移东迁，在反复的变化摆
动中发展扩大的城市。
这个一直紧紧依偎着长江、大运河发育长大起来的城市，必将在新的沿江开发战略实施中激发新的活
力，铸塑新的形象，成为江苏沿江城市中一颗璀灿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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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3年5月，在讨论这套文化丛书的分工时，一开始要我搞《镇江风俗》，后来分配我搞《镇江掌故》
，因为1996年我曾编过一册《镇江掌故》。
是的，《镇江掌故》是1996年在完成《江苏掌故》镇江部分组稿任务的同时，出的一个副产品。
记得当时为了弄清究竟何为掌故，查阅了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是“历史上人物事迹、制度沿革等”，《新华词典》上的解释是“关于历
史上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等的传说或故事”。
而《江苏掌故》编者对地方掌故的界定似更为宽泛：是一地区上下古今无所不包的记事，社会发展状
态的真实记录，有历史事件、人物春秋、文坛趣事、乡土民情、名特产品、地名由来、朝野轶闻等（
在近代，镇江也出过一本陶骏保编的《京口掌故丛编》，则是某个方面文章诗词的辑录）。
因为给《江苏掌故》供稿是按上述几方面组织的，所以1996年编的《镇江掌故》结构也就相应分成事
件、人物、艺文、山水、物产、地名、风俗七大类。
现在是将1996年版《镇江掌故》简单地重复一遍，还是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出新。
重复一遍，省事、轻松；有所出新，谈何容易？
但本人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自己深知1996年版《镇江掌故》虽有一些可取之处，但存在内容单薄的
明显缺陷。
何况，当时是单本，现在是一套丛书，还有个尽力避免与其他书内容重复的问题，有个同名选题自身
提高的问题。
于是，本人在适当吸收1996年版《镇江掌故》长处的基础上，重新安排结构、确定选题，边学习、边
研究、边写作。
努力出新有这几方面：在结构上，剔除了“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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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镇江掌故》：镇江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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