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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专家观点：

南京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周才方

1.南京是长江下游古人类迄今考古发现最

早的地区。1993年，两具南京猿人头骨化石在

江宁汤山镇发现，经权威部门采用高科技手段

进行测定，其生存年代为35-50万年前的旧石

器时代，南京的历史源头一下子提前了几十万

年。南京猿人与北京猿人的生存年代大致相

同，从此，“南有南京猿人，北有北京猿人”成

为南京文化人津津乐道的一句口头禅。南京历

史的悠久性由此可见一斑。

2.南京是古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近

年来，有关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争在苏州、无锡

两大城市的文化学者中间不断上演，争论的焦

点在于当年的“泰伯奔吴”到底首先奔向了哪

里？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其实，“泰伯奔吴”

的第一站应该是在南京江宁的横山。正是在这

里，泰伯、仲雍兄弟俩入乡随俗，赢得了当地

土著“荆蛮族”的信任，又凭借中原先进的文

化礼仪与生产技术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崇敬和拥

戴，初步建立起“勾吴国”，开始立足于江东。

后来向东迁移，最后将大本营放到了苏州。由

此可见，并不是哪一个城市为吴文化唯一的发

祥地，应该将今天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

和苏州共同视作吴文化的发祥地。

3.南京是保护和传承华夏文化的主要基

地。中国是世界上各文明古国中本土文化唯一

没有中断的国家，何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

南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每当北方游牧

部落大举入侵中原地区，华夏文明面临灭顶之

灾时，据有长江天堑之优势的南京总是挺身而

出，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来自北方的难民，抵

御胡骑南侵，自觉担当起保护和传承汉文化的

历史重任，以确保华夏文化的薪火相传和绵延

不绝。

4.南京是南北文化交会地和对外文化辐射

地。从东汉末年起，随着政治的动乱和黄河流

域经济与文化的衰落，南京的地缘优势开始展

现，成为中国东南地区政治势力的依托中心和

文化的聚集地（东吴），接着又成为黄河流域南

移的中原传统政治势力和传统文化的保存中心

（东晋），从公元211年到公元589年，其间除

去西晋27年（280-307）外，南京皆为中国半

壁江山的中心城市，号称“六朝都城”，其文化

辐射力达整个东亚地区，由此奠定了南京在中

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和城市根基。到了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明清时期的南京成为

江南文化、江淮文化、北方文化交融创新之

地，其文化对全国形成很强的辐射作用。

5.南京的崛起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在中

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的天下大势中，南京常常扮演着比较尴尬

的角色。每当国家分裂的时候，南京的地位就

上升，每当国家统一的时候，南京的地位就下

降。然而，无论地位如何起伏，南京都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作者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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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构“南京学”的思考

卢海鸣

所谓“南京学”，是指以南京为中心，研究

其自然、社会和人文的一门综合性学问。它涉

及地理、历史、政治、文学、艺术、宗教、民

俗、科技、语言、建筑等学科，其核心是对南

京地域独特性和独特文化的认同研究。“南京

学”作为客观存在的一门学科，从南京建城史

发端就已经萌芽。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南京

学”的建构具备以下几个基础条件：优越的自

然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广博的研究基础、

丰硕的成果积淀。“南京学”的研究，必须以历

史为轴心，从地理、政治和文化三个维度加以

深化，方能取得新的突破。

1.地理维度。在地理维度上，历代南京的

地域范围变化不断，正如历史上的“中国”地

域不断变化一样，南京也是一个变动的“南

京”。千百年来，南京文化在南京大地上生根、

发芽、成长，但在传统社会里，“南京”向来没

有一个十分精确的地理边界，直到 1927年 4

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成为“市”一级政

区。研究“南京学”，必须以历史时期南京的地

理维度为准绳，明确历代南京的地理边界，方

能准确地把握住研究的内容与本质。在此基础

上，加强对南京自然和生态环境的研究，为南

京建设国际化人文绿都作出贡献。

2.政治维度。南京作为都城，政治在其发

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政治维度

上，南京的兴衰起伏往往是中国历史的缩影，

例如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侵华

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

内隆重举行，这是全民族 14年艰苦抗战的结

果，是中国历史上极有意义的一个日子，东亚

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从此翻开了新的纪

元。因此，从政治维度出发，着力研究南京的

古都风貌，传承南京的古都文化，加强对南京

古都历史遗存的保护，是研究“南京学”不可

忽视的重要内容。

3.文化维度。南京通江达海、南北交汇，

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流、交融和交锋。不同的时

代，造就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纵观中国历史，

南京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中华民族危

亡的紧急关头，常常忍辱负重，荷载起传薪播

火的重任，从而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南京以

自身独特的角色，为中华民族谱写了辉煌壮丽

的篇章。从文化维度开展“南京学”研究，就

是要深入挖掘南京文化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灵魂

与血脉的特殊意义，从而向全世界彰显南京文

化的重大价值，并加以弘扬。

（作者为南京出版社社长、编审）

(上述专家观点根据作者在“六朝历史与南

京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整理，

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