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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雨 霏 霏 江 草 齐 ，六 朝 如 梦 鸟 空

啼 。 无 情 最 是 台 城 柳 ，依 旧 烟 笼 十 里

堤。”

提 到 与 南 京 有 关 的 诗 词 ，晚 唐 诗

人韦庄的这首《台城》最得我欢喜。诗

中景、诗中情放置近日，依旧能重现如

故 。 登 上 南 京 明 城 墙 ，台 城 美 景 尽 收

眼 底 。 微 风 拂 过 ，玄 武 湖 畔 的 杨 柳 枝

随 风 飘 荡 ，游 人 三 两 成 群 ，闲 庭 信 步 ，

勾勒出一幅闲适的午后画卷。城墙的

另 一 侧 ，是“ 南 朝 四 百 八 十 寺 ”之 首 的

鸡鸣寺，沿着城墙走向鸡鸣寺，斑驳的

墙 砖 、砖 缝 中 伸 出 的 杂 草 ，确 能 唤 起

“六朝如梦”的愁思。

正 如《台 城》一 般 ，与 六 朝 古 都 南

京有关的诗词，有帝王州的霸气、有佳

丽地的绚烂，但诗念到最后，总难逃脱

怀 古 伤 今 的 主 题 ，也 难 免 给 人 留 下 落

寞 、悲 壮 的 印 象 ，李 清 照 的 那 句“ 春 归

秣陵树，人老建康城”最能诠释。但换

个 角 度 也 可 以 发 现 ，虽 被 厚 重 历 史 包

裹着，南京仍藏有一颗玲珑心，只待游

人耐心探索，悉心感受。

“烟 笼 寒 水 月 笼 沙 ，夜 泊 秦 淮 近 酒

家 。”桨 声 灯 影 下 的 秦 淮 最 是 迷 人 ，迷

人的不仅是那阑珊灯火、悠悠歌声，还

有 历 代 文 人 墨 客 留 下 的 风 韵 趣 事 ，以

及 巷 道 深 处 的 那 份 纯 真 。“ 郎 骑 竹 马

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

嫌 猜 。”青 梅 竹 马 、两 小 无 猜 这 样 美 好

的词句，出自李白的《长干行》，而诗中

所 提 的 长 干 里 ，就 位 于 秦 淮 岸 边 。 难

能可贵的是，南京在用自己的方式，为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青 梅 竹 马 、两 小 无 猜 的

孩 子 们 制 造 美 好 回 忆—— 早 在 南 宋 时

期 就 出 现 的 秦 淮 灯 会 ，自 1986 年 恢 复

举 办 以 来 ，已 连 续 举 办 33 届 。 秦 淮 灯

会 早 已 成 为 南 京 人 心 中 的 情 结 ，孩 童

拎着荷花灯、小兔灯跑闹嬉笑，再美好

不过。

除 了 灯 会 ，平 日 里 南 京 可 观 可 玩

的也不少。石城霁雪、钟阜晴云、鹭洲

二水、凤凰三山、清凉问佛、牛首烟岚、

报 恩 寺 塔 、来 燕 名 堂 、北 湖 烟 柳 ……，

古 人 早 为 南 京 总 结 出“ 金 陵 四 十 八

景 ”。 李 白 诗 中 的“ 二 水 中 分 白 鹭 洲 ”

“ 三 山 半 落 青 天 外 ”即 四 十 八 景 中 的

“ 鹭 洲 二 水 ”“ 凤 凰 三 山 ”。 刘 禹 锡《乌

衣 巷》中 的 名 句“ 旧 时 王 谢 堂 前 燕 ，飞

入 寻 常 百 姓 家 ”指 的 是“ 来 燕 名 堂 ”。

而“ 无 情 最 是 台 城 柳 ，依 旧 烟 笼 十 里

堤 ”则 对 应“ 北 湖 烟 柳 ”。 如 今 ，“ 金 陵

四 十 八 景 ”在 南 京 旅 游 中 依 然 有 着 举

足轻重的地位，并绽放出全新的活力。

此 外 ，挖 掘 科 举 文 化 ，全 新 打 造 的

中国科举博物馆通过“黑科技”展陈方

式 、演 艺 巡 游 、研 学 活 动 等 方 式 ，让 游

客了解科举文化，观古人追求“金榜题

名 ”的 人 生 百 态 。 牛 首 山 被 打 造 为 文

化 旅 游 区 ，自 然 山 水 与 人 文

景观交相辉映。重

新 修 复 建 设

的 大 报 恩 寺

成 了 南 京 新 景

点 之 一 ，景 区 打

造 的“ 报 恩 盛 典 ”

实 景 演 出 深 受 游 客

喜 爱 。 修 复 建 设 的

老 门 东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则 成 了 年 轻 人 的 打 卡

胜地，租上一身汉服在这

里 开 启“ 逛 吃 ”模 式 ，别 是

一番享受……

诗 情 画 意 说 南 京 ，绕 不 过 南 京 的

美食。金陵小吃位列“中国四大小吃”

之 首 ，历 史 悠 久 ，自 六 朝 时 期 流 传 至

今 ，已 有 千 余 年 历 史 ，多 达 百 余 个 品

种，时至今日，糖粥藕、状元豆、桂花糖

芋 苗 、回 卤 干 等 依 旧 备 受 欢 迎 。 与 南

京 美 食 有 关 的 作 品 也 不 少 ，袁 枚 写 过

《随 园 食 单》，曹 雪 芹 在《红 楼 梦》中 浓

墨重彩地描述了金陵膳食。“金陵四十

八 景 ”也 将 南 京 美 食 视 为 一 景 ，“ 杏 村

沽 酒 ”榜 上 有 名 ，与 杜 牧

那 句“ 借 问 酒 家

何 处 有 ，

牧 童 遥 指

杏 花 村 ”仿

佛 有 着 千 丝

万 缕 的 关 系 ，

引 人 遐 想 。“ 朝

沽金陵酒，歌吹孙

楚楼。”诗仙李白寓

居 金 陵 天 庆 观 西 园

时 ，常 在 孙 楚 酒 楼 豪

饮 赏 景 ，“ 楼 怀 孙 楚 ”也 成 了 四 十 八

景 之 一 。 有 一 种 说 法 认 为 ，这 座 始 建

于 晋 朝 的 孙 楚 酒 楼 是 当 今 世 界 上“ 最

长 寿 ”的 酒 家 ，无 论 此 说 确 否 ，均 不 难

佐证，南京人自古爱美食，也善于制作

美食。

现 在 的 南 京 人 依 旧 热 爱 美 食 。 这

不 ，前 段 时 间 南 京 刚 办 过“ 金 陵 菜 ”大

赛，作家叶兆言说：“南京就是一座‘吃

户’的城市，清真风味的‘马祥兴’成了

南 京 名 店 ，四 川 酒 家 也 是 我 儿 时 记 忆

中南京最负盛名的酒家之一。”南京人

对 美 食 的 热 爱 、对 美 食 口 味 的 包 容 是

“ 金 陵 菜 ”的 标 志 ，也 是 南 京 人 做 美 食

最 有 底 气 的 地 方 ，更 是“ 南 京 味 儿 ”的

真实展现。

“ 城 门 城 门 几 丈 高 ？ 三 十 六 丈

高 。 骑 白 马 ，带 把 刀 ，城 门 底 下 走 一

遭 。”一 群 孩 子 在 600 多 岁 的 城 墙 上 ，

念 着 童 谣 玩 游 戏 。 数 百 年 间 ，不 知 多

少孩童这样嬉闹过，或许“最是无情台

城柳”知道。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无论

文 人 墨 客 如 何 描 述 这 座 城 市 ，金 陵 古

意 尚 存 、风 韵 犹 在 ，等 待 着 有 心 人 ，去

发现、欣赏那颗纯真、美好的玲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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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景点推荐：夫子庙、大报恩寺、牛首

山、白鹭洲、老门东、秦淮夜游

美食推荐：糖粥藕、状元豆、桂花糖

芋苗、阳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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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扬州之冬（供图<扬州旅游营销中心）

牛首山一角

白鹭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