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关于南京的城市名片一直都备受争议。 

南京有别于中国其他城市的风骨是在哪里？是在紫金山、明故宫、玄武湖吗？还是中山

陵、夫子庙、长江大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哪个才是南京最值得推荐

的“城市名片”？这些全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名称。 

  市文化局文管办主任曹志军说南京最有价值的城市名片有两张，一是“历史文化名城”

这个称号，二是孕育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母亲河”——秦淮河。 

  城市名片必须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来支撑，南京曾评出１０张城市名片，也曾有学者著书

《南京的１００张城市名片》。 

市旅游局副局长金卫军认为，南京的城市名片可分为“深厚的文化底蕴、优美的山川美

景、博爱的城市气度、和谐的城市环境”四类，每一类名片都包含无数小名片，汇聚成南京

城的强烈吸引力。 

  东南大学旅游学教授周武忠提出了“南京该有一张主打名片”的观点。周武忠认为，城

市的主打名片是城市个性的反应，一个城市的主要文化和精神应该物化到这张名片上，这张

名片，应该让各类游客都能够公认和感知。  

奥林匹克圣火在江苏境内最后一站的传递是南京。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 

南京，以“六朝古都”、“十朝都会”闻名于世。南朝诗人谢眺《入朝曲》中“江南佳丽

地，金陵帝王洲”的千古佳句，成为南京自古繁华的生动写照。  

南京的文化历史渊源早在三十五万年以前就存在了，这块土地上那时候就有了“南京猿

人”的足迹。六千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就耕作生息。 

公元前四百七十二年，越王勾践灭吴后，在今中华门西南角长干里筑“越城”，为南京

建城之始。公元三世纪起，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定都南京，史称六朝，

加上此后的南唐、明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先后有十个朝代和政权建都南京。  

  悠久的历史，频繁的朝代兴替，让南京在历史上有着诸多的名称，世所罕见，仅历代县

以上建置的名称就有金陵、秣陵、江乘、湖熟、建邺、建康、江宁、白下、上元、集庆、应

天、天京等四十多个。作为江南繁华所在，历代众多文人墨客流连金陵，歌钟山形胜，咏兴

亡之叹，留下无数翰墨华章，也留下了众多的历史遗迹和人文典故。  

南京滨江近海，水、陆、空而且交通发达。明代的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就从这里下

江入海的。 

如今的南京已成为中国东部重要的综合性交通和通讯枢纽城市，拥有长江第一大港，华



东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南京火车南站也在加紧建设之中。  

  作为国家重要的综合性工业生产基地，南京的电子、化工生产能力目前在国内城市中位

居第二，车辆制造规模居第三位，机械制造业的技术、规模居国内领先地位。世界五百强企

业中，已有八十一家在这里落户。七百四十万常住人口的南京，地区生产总值达三千二百七

十五亿元人民币，人均四万四千多元。  

南京的科教发达，和谐，宜居，是中国四大教育科研重镇之一，也是闻名遐迩的绿色城

市，其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五点九。 

而近年来，南京先后被评为中国城市综合实力“五十强”第五名、国家园林城市、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科技兴市先进城市、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十佳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

进城市、国家环境保护和国家卫生城市等称号。  

作为江苏省会城市，南京已提出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十一五期间建设长江国际航运物

流中心、长三角先进制造中心、全省现代服务业中心、全国重要的科教中心和中国东部城市

绿化中心。 

南京的名片真正揭晓是在 2006 南京国际梅花节开幕前夕，它们依次是：博爱之都、龙

蟠虎踞、明城墙、中山陵、南京大学、夫子庙、总统府、云锦、金陵十二钗、“多大事啊”。    

南京名片包含南京的称谓、地理、建筑、遗迹、纪念地、物产、文化、民俗、人物、习

语等方面最闪亮的东西，是南京最夺目的特质，是近年来首次对南京城市最全面的概括与希

望，希望能把最美好的南京展现给世人。  

南京城市名片的产生 

南京的特色是什么真的很难说清，连南京人都可能不知道。 

南京名片，将是南京最好的城市宣传片。     

我们锋利，  

因为我们想知道。     

我们关注南京名片， 因为我们对这个城市爱得深沉。  

南京的城市名片经过了提名阶段、投票阶段和专家评审阶段。 

提名阶段是在 2005 年 11 月 16 日开始的，是南京晨报的读者建议评选的南京城市名片。  

这个事件的契机是在 2005 年 10 月。在北京工作的张先生来南京出差。在南京的一个月

的生活下来，张先生对南京产生了十分矛盾的印象：“南京在所有省会城市中，综合排名当

属第一。南京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我却感觉，南京的城市特色多而不精。南京

缺少城市品排包装意识。” 

因此，张先生给晨报写来了长达 13 页的来信，在信的最后，提出一个问题：南京的城



市名片应该是什么呢？ 

  在 2005 年 11 月 17 日海选就开始了。海选是根据张先生的建议与晨报编委会决定的，

展开“评选南京名片”的活动。并开通热线和短信、信箱，开始征集海选提名。提名首日，

老南京就首推盐水鸭为城市名片。  

   2005 年 11 月 18 日首批海选名单就出炉了。评选南京名片的活动一经推出，就引起了

市民们的热烈反应。仅两天时间，就有近千名市民参与了提名。两天中，市民共提了 23 个

提名。  

   2005 年 11 月 25 日 11 位市民做客晨报讨论南京的城市名片，而参加关于评选南京城市

名片的市民论坛上，市民们妙语连珠，给城市名片做了一个最好的诠释。南京退休老人林老

说：南京的特色是什么？连我们本地人都不知道，更何况外地人？  

   2005 年 11 月 30 日专家组成立，海选总名单的出炉。  

  晨报编委会决定先让市民投票，选出具有广大市民支持率的 30 个提名，在由专家从候

选名单中提出。经专家的讨论、补充，有 110 种提名的海选总名单正式出炉。  

投票阶段于 2005 年 12 月 1 日开始。投票首日，“中山陵”领跑，12 月 1 日，南京名片

的投票正式开始。 

评委会共开通了两种投票方式：短信投票和寄送报纸回执。投票首日，截止到下午六点，

中山陵的短信支持率就高居榜首，比第二名的支持率高出两倍多。同时，市民拉票团开始拉

票，两位南京大学教授为“南京大学”拉票。   

   2005 年 12 月 14 日：市民建议增补提名“新街口商圈”，投票的第 14 天，南京理工大

学的井升华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海选名单中为什么没有新街口商圈？经过市民三天的讨

论和投票，最后评委会决定将其增补为第 111 号提名。   

   2005 年 12 月 22 日：南京名片携手国际梅花节，晨报的"南京城市名片"评选活动热火

朝天，引起了旅游局的高度关注。南京市旅游局表示，愿意和晨报携手，共同主办南京名片

评选，并将南京名片列入 2006 年南京国际梅花节的重要内容。  

  2005 年 12 月 29 日旅游局副局长他高度评价了这个活动，并一口气提出了 13 个提名。    

  2006 年 1 月 10 日海选总名单新增 22 个提名。  

   经过增补，长达 132 个提名的增补后海选名单出炉，第二轮的投票开始。这次投票，基

本以报纸回执为主。  

   2006 年 1 月 20 日：投票截止，前 30 强出线  

  投票结束，晨报共收到近 5 千张选票，每张选票上有十张提名，共计投票近 5 万次。评

委会用了近一周时间统计这些选票，并排出前 30 强。  



专家评审阶段如下： 

2006 年 2 月 5 日：评委会确定南京名片，春节后上班第一天，评委会专家组第二次开

碰头会。经过一个下午的激烈辩论和 5 轮投票，10 张南京城市名片终于诞生。  

  2006 年 1 月 23 日：南京名片向社会公布，在 2006 年国际梅花节开幕之前，晨报正式

向社会公布最终评选结果，这是在 2006 年新春送给晨报读者、送给南京城、送给南京百姓

的一份厚礼，是对南京形象的绝好宣传。  

  名片诞生日志  

  2006 年 2 月 5 日下午，南京天降瑞雪，整个南京城被冰雪覆盖、白茫茫一片，天寒地

冻。然而，晨报的大会议室的空气却异常的火热。坐在这里的 9 位南京名片评委会专家个个

面色绯红、情绪激昂，他们纷纷脱去外套，一个小问题就能让他们争论的满头大汗。  

  他们分别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卞敏、南京大学教授教授博士导师胡阿祥、南京

市园林局总工程师李蕾、南京博物院研究院罗宗真、南京大学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潘知常、

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邢定康、南京作家薛冰、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南京市地方志办

公室副主任赵建中。  

  淘汰制？难！  

  9 位来自不同领域、本不相干的专家为何这天如此较真？因为这次会议决定着南京这个

城市的“终身大事”。这次会议是整个专家组的第二次碰头会，也是最关键的一次会议：15

天前，从 132 张海选提名中选出的前 30 强"已经出现，这次会议就是要最后定夺可以代表南

京的十张名片。  

  30 个候选，从中评出 10 张，该如何评选？每位专家都感到为难。刚开始，有专家提议

先每个人从这 30 个候选中提出一个淘汰提名，然后投票通过，剩下的 21 张名片再进行第二、

三轮淘汰。但是，操作时却发现极其难：每位专家对南京的感情都太深了，30 张候选提名

都极其有份量，没有人舍得淘汰掉其中任何一张。无奈之下，只好采取第二种办法：请每位

专家自由投票，选出自己心目中的 10 个提名，然后根据得票多少选择每个提名的去留。  

  第一轮的投票下来，结果是显而易见的：9 个提名的得票超过半数，分别是：中山陵、

夫子庙、秦淮河、云锦、南京大学、六朝古都、龙蟠虎踞、明城墙、总统府。  

但是，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九个提名中，有四大疑问： 

一、中山陵是全票通过，毫无争议，但总统府和中山陵一样都是民国时期文化的代表，

他们是否可以同时上？ 

二、六朝古都的称谓已经比较陈旧，不是最好的。 

三、夫子庙和秦淮河都是民俗文化的代表，可以合二为一。 



四、提大学为城市名片是为了反映南京这种浓厚的高校文化氛围，并不特指某所高校，

“南京大学”的提法作城市名片是否合适？  

而剩下的 4 个提名：中山陵、云锦、龙蟠虎踞、明城墙就毫无争议的晋升为南京名片的

铁定名单。  

在这一过程中有四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总统府”要不要上？讨论这个问题时，专家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认

为不必上，另一派则认为坚决要上。薛冰、赵建中、李蕾等专家坚持认为总统府要上的，他

们认为：总统府不仅仅代表孙中山，它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代表中华民国的结束，全国仅

此一个，如此重要，怎能不上呢？最终，这个问题没有讨论出结果来，只好决定先放一放，

把“总统府”放到下一轮的候选名单中去。  

  “绿色南京“遭遇表决；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意见非常一致，认为“绿色南京、博爱之

都”的称谓更好，更大气，更显示出南京的特色。但是，一部分专家认为，这个称谓嫌太长，

改为“博爱之都”最好。而李蕾等专家认为应该不应该删去“绿色南京”。举手表决结果，

半数以上专家同意定名位“博爱之都”。  

   夫子庙和秦淮河是否同质；只有十个名额，评委会的主导意见是，要兼顾南京的方方

面面。而夫子庙和秦淮河是否有同质性？可否将夫子庙和秦淮河合二为一？经过激烈的争

论，又经过举手表决，专家们意见统一下来，夫子庙文化中包含秦淮河文化，可以以夫子庙

代之。  

  “南京大学”提名该如何定名；虽然在座的有很多是南大的教授，但是大家对“南京大

学”的提法有顾虑：一所高校不能足以体现南京浓厚的教育氛围，南京还有很多著名高校。

最后考虑，用在南京名片中的“南京大学”称谓并不等同于实体的南京大学，它代表南京所

有的大学，它是指南京独特的大学氛围与人文气质。  

  最后三个名额花落谁家？  

这样下来，7 个提名就定下来了：中山陵、云锦、龙蟠虎踞、明城墙、博爱之都、中央

大学、夫子庙。还有三个空余名额，该如何定？经过讨论，专家们认为，以上七张名片，分

别代表了七种类型：纪念地名片、物产名片、地理名片、建筑名片、称谓名片、文化名片、

民俗名片。还有几种类型没有，如人物名片以及和南京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名片。于是，针

对这几种类型，专家们又选出 10 个提名，进行第二轮投票，每人从中选三个提名。结果也

是毫无争议的以绝大多数得票揭晓：分别是人物名片金陵十二钗、习语名片多大事啊、遗迹

名片总统府。至此，南京十大城市名片完美诞生。  

中国八大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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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古都”是指由中国古都学会通过并经国内史学家承认的古代都城。按定都时间先

后，包括洛阳（从夏朝始）、郑州、安阳、西安、开封、南京、杭州和北京。由于中原地区

不仅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而且长期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所以八大古都中，有四个位于今河南。 

实际上，“中国八大古都”的说法只是近两三年的事情。在上世纪 20 年代学术界的说法

是“中国五大古都”，它们是：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上世纪 30 年代经历史地理

学家陈桥驿先生提议，将杭州加入，于是有了“六大古都”的说法；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经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提议，再将安阳加入，于是成为“七大古都”；2004 年在郑州

商都 3600 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 2004 年年会上，与会的 100 多位知名专家学者通过研

究论证，一直同意将郑州加入，于是“中国八大古都”的说法尘埃落定。 

“八大古都”是指由中国古都学会通过并经国内史学家承认的古代都城。包括西安、南

京、北京、洛阳、开封、杭州六大古都，后加上安阳和郑州。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文字

历史已经有数千年。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辽阔的国土上，出现了不少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

尤其是历代的国都，因其特殊的地位，更是大兴土木，着意修建。这些古都，无论在建筑规

模、建筑模式或建筑风格上，都有其独到之处，往往表现了同时代最高的建筑水平，对全国

其它城市的建筑有特殊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各大古都的建筑沿革史，就是一部较完整的城

市建筑史。 

1988 年 4 月，“中国古都学会”又决定将河南安阳列入与上述古都并称的七大古都。从

现实看，文物保存较好的是西安、南京和北京，三地文物古迹多，基本上保持了古城风貌。

洛阳、开封则城市面貌今昔大不相同，文物古迹破坏严重，但那些硕果仅存者却因历史悠久，

而具有较高价值。杭州作为国都的历史原本较短，现存遗迹不多，故主要以风景城市闻名。

安阳是有 3000 多年历史的古城，公元前 1387 年商王盘庚在现市区小屯一带正式建都，历时

273 年，成为商代后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商之后又有曹魏、后汉、前燕、东魏、冉

魏、北齐先后在安阳附近的邺城建都。但因时间过久，地面文物已破坏殆尽，只有殷墟等少

数价值很高的历史遗存。 

有充足的水源，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用水需要；地区经济繁荣，交通便利，故多位于平

原、盆地；具有可防可攻的地理优势，如南京有“龙盘虎踞”之势，北京有“背山带海”的

形胜等。我国古代都城建设都有周密的整体规划和施工法度，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正朝

夕”，“水地以县”，天子之国应“方九里”，“旁三门”，“有沟树之固”，“前朝后市”，“左祖

右社”，“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市朝一夫”，“王宫门阿五雉”等。这一系列要求正是在

我国历史上长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礼制”的体现。根据这些要求所营建的都城，一般具有



方正严谨，左右对称，棋盘式布局等特点。帝王深居宫中，远离市，幽静、安全，又足以体

现帝王之尊严与天下归一的愿望。商业集中，便于贸易；百姓居小巷之内，既安静，又便于

治安管理。如北京古城，中心有一条庄严、笔直的中轴线，中轴线两侧是堂堂正正的对称街

区，城中部有层层叠叠的紫禁城宫殿群。整个北京犹如一个完整的协调的艺术品，结构严整，

层次分明，布局井然，设计匀称，棋盘状街区格外古朴、完整、协调，还有大量方便舒适的

传统住宅四合院与静谧、优美和凝聚着古老历史的胡同。北京的这一古都风貌，被丹麦城市

规划学家 S·E·R·休森称为“世界奇观之一，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

峰。”美国城市专家 E·贝康称它为“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西安的汉、唐都

城，也具有上述北京古都特点，只是在宫廷、街区布局、古城设施等方面因经过几次迁址，

遗址破坏较严重。但城区及其附近地下仍保存了非常丰富的文物古迹。 

第二章 南京概述 
南京，战国时楚威王始置金陵邑、以为“王之地也”，简称“宁”，原中华民国法定首都，

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省会、副省级城市。南京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有“六朝古

都”之称。南京位于长江下游沿岸，是长江下游地区重要的产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中国重要

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也是华东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中文名称： 南京  

外文名称： Nanjing，Nanking  

别名： 博爱之都、金陵、江宁、建业等  

行政区类别： 副省级城市  

所属地区： 华东地区  

下辖地区： 玄武区等 11 区 2 县  

政府驻地： 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 41 号  

电话区号： 025  

邮政区码： 210000-213000  

地理位置： 江苏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南岸  

面积： 6597 平方公里  

人口： 758.9 万人(2009 年)  

方言： 南京官话、吴语宣州片  

气候条件： 亚热带季风气候  

著名景点： 中山陵、鸡鸣寺、阅江楼、玄武湖、夫子庙、紫金山、明孝陵等  

机场：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南京马鞍机场  



火车站： 南京站、南京南站等  

车牌代码： 苏 A  

市树： 雪松  

市花： 梅花  

城市精神：开明开放、诚朴诚信、博爱博雅、创业创新    

城市象征：辟邪     

市歌：《茉莉花》    

别称：冶城、越城、石头城、秣陵、金陵、建业、扬州、建邺、建康、秦淮、升州、蒋

州、上元、白下、集庆、应天、江宁、天京、龙盘虎踞、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博爱之都、

开明之城、钟山风雨帝王城   

区划代码： 320100  

著名高校：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大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长江不仅孕育了长江的文明，也催生了南京这座江南城市。南京

襟江带河，依山傍水，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山川秀美，古迹众多。早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

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先生游历南京后，写下的《南京》一文中就有这样一段评价：“逛南京像

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痕迹。你可以揣摩，你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 

经纬 

位于北纬 31°14″至 32°37″，东经 118°22″至 119°14″。 

辖区 

13 个。南京共辖 11 个市辖区，2 个县。其中江南八区（鼓楼，白下，玄武，秦淮，建

邺，下关，雨花台，栖霞）是中心城区。 

乡镇 

32 个镇、771 个社区居委会、600 个村委会、82 个街道办事处。 

政府 

南京市人民政府位于玄武区。市委书记朱善璐，市长季建业。 

面积 

全市总面积 6600k ㎡，其中市区面积 4730.74k ㎡，江南八区总面积 782.75K ㎡。 

人口 

截至 2009 年末，全市总户籍人口 629.77 万人，市区户籍人口 545.97 万人，全市常住人

口 771.31 万人。其中江南八区户籍人口 309.61 万人，常住人口 433.6 万人。 

民族 



如游龙，气势雄伟，山顶常有紫金色云霞缭绕，从菱洲观赏千变万化的紫金云霞，神秘莫测，

故称“菱洲山岚”。从菱洲向南经台菱堤即可从解放门出玄武湖。菱洲，因这里过去多产菱

角，故名菱洲，自古有“菱洲山岚”之美名。洲上的飞禽世界堪称“中华鸟类第一园”，“二

龙戏珠”系菱洲主景。翠洲，因洲上修竹亭亭、雪松如盖、翠色浮空，故名翠洲。 

生物 
南京地处北亚热带，属于我国现代植物资源最丰富、植物种类最繁多的地区。又以山丘、

河湖兼备，气候温和，而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繁多，其动物种类，足以代表长江下游地区。   

南京在江苏省的植物分布区划上，属于长江南北平原丘陵区，是落叶阔叶林逐步过渡到落叶

阔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地区。主要分布树种有马尾松、麻栎、栓皮栎、枫香、化香、糯米椴、

青刚栎、苦槠、冬青、石楠等。还有部分外来植物如：雪松、火炬松、广玉兰等。 常见麻

栎、栓皮栎、枫香、化香树、糯米椴等落叶阔叶林以及青冈、苦槠、冬青等常绿阔叶树种近

50 种；菰、何首乌等野生药用植物 40 种。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栖息、繁衍的国家级保护动

物有中华鲟、白鳍豚、扬子鳄、河鹿、江豚、鸳鸯、长耳鹗、短耳鹗等。 

第三章 行政区划 
南京，简称宁，位于江苏省西南部，东与省内的仪征市、句容市和溧阳市接壤，南、西、

北均与安徽省相邻，是沪宁杭经济核心区的重要城市。 

市人民政府驻玄武区兰园街道。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南京市辖 11 个市辖区、2 个

县，76 个街道、49 个镇。 

鼓楼区 
鼓楼区概述 

东以中山路、中央路为界与玄武区为邻，南以汉中门大街 及其西延道路为界与建邺区

接壤，西、北两面以长江夹江、护城河、大桥南路、挹江门古城墙为界与下关区相连。面积 

25 平方千米，人口 66 万人。 

鼓楼区位于长江下游南岸，南京城西北部，是江苏省委、省政府机关所在地。东以中央

路、中山路为界，与玄武区为邻；南以汉中路、汉中门大街为界，分别与白下区、建邺区接

壤；西至长江夹江，与建邺区的江心洲隔水相望；北以护城河、明城墙、定淮门大街一线为

界，与下关区相连。 

历史沿革 

鼓楼区历史源远流长，是南京城区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五六千年前就有许多处原始村

落存在。周显王三十六年前（前 333 年），楚威王熊商打败越军后，在石头山置金陵邑，此

为鼓楼区境第一个行政建置，也是南京城区建置之始。秦始皇嬴政三十七年（前 21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