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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多年前，即洪武七年，朱元璋在他
的《阅江楼记》一文中写到大明的江山是“起
于淮右，立业江左”。这里的“淮右”是指滁
州，包括凤阳县、定远县、明光市等地在内的
广大区域，而“江左”则是指南京。这是滁
州、南京两地紧密关系的首度皇家发布。

今天，南京是滁州人出行的第一选
择。看病、购物、旅游休闲，首选地是南京，
甚至南京还成为了滁州人置业创业外向发
展的首选地。据不完全统计，南京有30万
滁州人，几乎占南京人口的4%。滁州大街
上的车牌，除了“皖M”，最多的是“苏A”。
以致于在安徽、江苏两地的民间，南京有着

“徽京”之说，看似戏谑，却透露出两地人心
理上的文化认同。

南京号称“六朝古都”，其中的三朝建
国与滁州密不可分：东晋的司马睿在渡江
南下前，正是在滁州的琅琊山韬光蓄力，谋
划图远，才有琅琊山的得名，才有了后来的

“五马渡江，一马成龙”的东晋开国；南唐第
一代国主李昪，幼年时流落在凤阳临淮一
带，为寺庙僧童，后被杨行密收留，入身行
伍，终成南唐大业；与李昪有着惊人相似经
历的是洪武帝朱元璋，也是由凤阳寺庙小
僧而成大明国君。

在南京的城建史上，有三次高峰期，一
次是三国的孙权建立建邺城，奠定六朝南
京的格局；一次是南唐李昪改造六朝、隋唐
的城址，承前启后，今天南京城南段还保留
原来的风貌；第三次是明代朱元璋扩大南
京城的建制，南京城第一次成为大一统政
权的皇城。

朱元璋起兵凤阳，以滁州为根据地，进据金陵；又以金陵为依托，
谋取天下。大明建国后，许多淮右功臣勋爵进入南京，同时代的诗人
贝琼说“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洪武四年，南京城内王公贵戚多达1197户，估计人口达万人左右。
其中淮右将臣占绝大多数。这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次淮右人的深度融
入，并且从帝王到宰辅到文臣武将，对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
习惯等进行全面地再塑造和再定位。甚至，“南京”的得名也源自朱
元璋，并且将管理马政的南太仆寺衙署也设立在滁州，将中央机构设
立在首都之外，这是罕见的。

现在从南京经江浦到滁州，再到凤阳的古驿道仍然眉目清晰，铺
递和建筑遗存比比皆是，有市级文保单位赤湖铺桥、省级文保单位清
流关、国家级文保单位池河太平桥等，这在整个华东地区极为罕见。
在沿途珠龙驿设立的广武卫、池河驿设立的飞雄卫、红心驿设立的英
武卫，无不凸显出这一条皇家规格的古驿道的特殊地位。

今天，“中国明清城墙”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
备名录，包括南京、西安、荆州、襄阳、临海、寿县和凤阳。其中只有南
京和凤阳的城墙属于皇城城墙，规格最高，其他的则属于二级王城或
者州府级规格。

南齐诗人谢眺说南京是“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江南佳丽地
很多，南京能以帝王州独出其表，滁州给予了很大的支撑。

朱元璋也是南京实现跨江发展的第一人，他首次把江北的“江浦”
建设为“卫星城”，实现跨江发展。洪武九年（1376），“江浦”县由滁州、
和州、六合析地而成，所以历史上，江浦就与滁州有着连筋带肉的关
系。在明代，一直把江浦、和州、滁州作为南京的卫星城市来发展。

在今天的滁城，还有和南京一模一样的地名，比如四牌楼、文德
桥、鲜鱼巷、南台巷、上水关、下水关。南京有乌衣巷，滁州有乌衣
镇。如此众多完全相同的地名，绝不仅仅是巧合，而是宁滁两地高度
融合的证明。

不论是明代的“南直隶”，还是清代的“江南省”，江苏、安徽一直
同属一省。清代后来实行两省分治，江宁府作为安徽的省府仍然长
达100多年，可谓是家好分、情难舍。清代江南贡院每三年一度的会
考，数万名来自江苏、安徽的考生会在一起，考在一处，这些文化的种
子，更是在心理上很难分家。

2000年，南京首次提出“南京都市圈”的概念，滁州作为8个核心区
域城市之一，在南京市的发展规划上，滁州的凤阳县和江苏的淮安市一
起，成为南京北向纵深发展的两大支点。今天的南京经济正由“秦淮河
时代”，向“扬子江时代”转变；滁州的经济，也由早先的“清流河时代”，向

“长三角时代”升级。扬子江成为了滁宁两地经济发展的同源同脉。深
度融合，借力南京，抓住机遇，借势而上，已经成为滁州人的共识。

在南京的周边，没有哪一座城市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
上与南京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滁州向南，南京向北，滁宁两地正在
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城际轻轨的速度实现双向奔赴。“徽京”一说，
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写照，看似戏说，实则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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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明史版图上，南北通衢的“京京驿道”
（南京-北京）将京师（后称南都）与畿辅重地滁州、帝
乡凤阳这一段连成了热线。无论从地理因素、历史
渊源、方言习俗还是自身认同来说，滁州凤阳与南京
都可谓明文化的发祥地、核心区。而出于“滇黔要
区”的贵州安顺与此相隔千山万水，也因屯堡人文的
历史渊源而与南京、凤阳、滁州根脉相连。在这三地
的历史文脉探寻中，他们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呢？

一、以南都为中心、帝乡畿辅
为自豪的明皇正统文化

三地的明文化主线，以宣扬明太祖丰功伟绩贯穿
其中。彰显大明复汉之统续，弘扬太祖龙马征伐神威，
肇基开疆精神。从明初的建筑遗存看，凤阳中都、南京
城墙，无不处处显示出大明王朝开基的恢弘气派。凤
阳明皇城钟鼓楼上的题额“万世根本”“四方之极”正是
太祖功垂天下、明续汉统江山的写照。三地遗存的文
献、碑刻中，有大量关于明太祖建功立业的记述。

明太祖登基后，曾两次临幸被称为“开天首郡”的
滁州，太祖敕建的“柏子潭神龙效灵碑”以及龙潭周边
的恢弘建筑，成为具有皇家色彩的地标，四方宾客来
滁，莫不至此顶礼膜拜。两京古驿道滁州清流关上刻
着四个大字“金陵锁钥”，凸显滁州对南京的拱卫作
用。我们从朱元璋的《感旧记》中，读出了他对滁州的
深厚感情。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下诏在滁州设立
管理全国马政的中央机构太仆寺，永乐十九年改称南
京太仆寺，寺署在滁二百七十年，直到明朝终结。

与滁州南京遥距千里的安顺，屯堡人的先祖认
同是对明皇正统文化的尊崇，“先祖来自明朝南京凤

阳”的群体认知，其实质是对汉文化一统的追求和坚
守。“龙腾马跃”是明初王朝的蓬勃气象。南京有龙
江，滁州有龙潭，安顺有龙宫龙井。滁州军民养马，
安顺军民屯田，同为巩固大明江山。屯堡地戏表演
的内容都是征讨叛逆、金戈铁马捍卫汉统江山的故
事演绎，儒家文化的忠君报国作为精神支柱。我们
从中也许能感受到，屯堡人为什么能够六百年坚守
大明统续的内在动力。

二、群体移民、迁客流寓，
形成南北融合的地域风景

江淮之间南北交汇的地理位置，向为历代移民
迁徙的通道,也是明文化的走廊。从某种角度说，宁
滁安三地都是历史形成的移民城市。

江北文化名山琅琊山，在南北融合的历史上成为
一座地标。“琅琊”作为古老的地名，在山东胶南临沂
一带由山名、县名、郡名、国名而演变。永嘉元年
（307），世袭“琅琊王”的司马睿率中原汉族臣民“衣冠
南渡”，与王导等人一度驻扎江北涂中（今滁州）西南
的摩陀岭山中，谋划南立之策。唐代滁州刺史独孤及
在《琅琊溪述》一文中说：“按《图经》，晋元帝之居琅琊
邸而为镇东也，尝游息是山，厥迹犹存，故长夫（李幼
卿）名溪曰琅琊。”宋《太平寰宇记》载：“琅琊山在（清
流）县西南十二里，其山始因东晋元帝为琅邪王避地
此山，因名之。”东晋太兴三年（320），晋元帝在江乘县
侨置琅琊郡，前后存在了250余年，其大致范围包括今
天的南京下关和栖霞全境，以及句容的一部分。

移民的结果改写了区域经济文化和社群的历
史，催化了南北融合。明初朱元璋组织大规模移民，
十数万江南移民解至帝乡凤阳，称为“编民”，凤阳花
鼓就是移民的产物。安顺屯堡则向世人展现了一道
独特的延续时空的明代移民文化风景。

移民之外，江淮两岸也是历代流寓文化区域，明
代南京尤为迁客使臣、商旅行者的集散地。滁州“南
北冠盖之所经”，游宦、商贾、驿使、差夫纷至沓来，拓
展了京都与地方的信息链接、开阔了官僚缙绅之间
人文交际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抗战和新中
国建立前后，一批滁人随军转战或迁徙云贵，成为定
居于黔的新移民。

三、崇文重教，
重视科第与教化并行的儒学风气

三地在宋明理学正统文脉引导下，明清两朝都

建有官学、书院和义学。江南贡院兴盛于明清两代
五百多年。全椒南谯书院、滁州阳明书院、南京新
泉书院，明中后期声名远播；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安
顺文庙被称为“黔中儒学圣殿”。创设于清康熙三
十年的安顺双明书院，是黔中书院的代表。在宋明
理学的传播中，值得重视的是王阳明先生曾过化三
地，播下心学种子。阳明先生在贵州龙场悟道，是
阳明学生成的第一阶段，正德八年到九年，王阳明
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在滁州琅琊山下讲学，这是阳
明学发展的第二阶段。王门游学从滁州发端，走向
大江南北。

明清两朝，三地都不乏乡贤名宦教化善政。太
平军战后，曾国藩等中兴名臣在南京复兴文教。胡
林翼曾任安顺知州。晚清名士薛时雨在杭州和金陵
主办书院，在江南士子中培育了一大批经国济世人
才。近现代滁人在南京和贵州的人文建树：吕彦直
设计中山陵、胡竞铭设计南京长江大桥、方志均补写
灵谷寺建国大纲。张汝舟先生在贵州治学数十年，
堪为天文历法的一代宗师，张振佩、张新民父子执教
贵大是为当代著名史学家。

四、崇尚山水林泉，
寓景寄情的诗性表现

宁滁安三地山水嘉盛，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使
得文化有了优雅的寄托。明中期以后，“杏花春雨江
南”的柔风逐渐浸染到江淮之间。以瀑布溶洞为主
题的安顺山水奇观，以及屯堡人家的山寨石屋更标
志着独特的诗与远方。从留都而出的士大夫们带着
江南的风华，更多了一些人性和自然的追求。他们
往游于中都、滁州、南京之间以及大西南，留下很多
文化遗迹，纪文刻石，咏物寄情，或评论时势，感慨人
生，表达他们对先贤的敬仰、对天然山水的钟爱、对
社会的人文关怀。近代流寓贵州的凤阳籍画家刘知
白(1915-2003)，以黔域山川为题材，潜心创造了中国
泼墨大写意山水画新技法，成为中国画史上最具代
表性的泼墨大家。

结语：宁滁安三地的历史文脉相因相陈，同中
有异，构成了明文化走廊中丰富多彩的篇章。三地
的人文遗产中，尚有诸多有价值的史迹、文物、文献
有待于发掘整理保护和利用。探寻研究这些宝贵
遗产，促进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三地区域
文化的经典之作，在新时代实现古今文脉与城市灵
魂的沟通，促进三地经济文化社群更广泛更深入的
融合！

宁滁安三地历史文脉共融之特点
○滁州市政协原常委、文史委主任 张祥林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宁滁安三地明文化探寻”。
而连接三地文化之纽带，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这一
历史人物。

一、渡江战役前，
朱元璋队伍由两部分组成

朱元璋曾说过：“予自兵兴，十有余年，所将之兵
从渡江者，皆濠、泗、安丰、汴梁、两淮之人，用以功取
四方，勤劳甚矣。以其为亲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
之。”除他所说的汴梁外，其余的地方均属于明代凤阳
府。主要是凤阳府的人帮助他取得了天下。

渡江战役前，朱元璋队伍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
分是郭子兴队伍（郭家军）：定远、凤阳人。第二部分是
朱元璋自己的队伍（朱家军）。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
一，朱元璋入濠州城，投奔郭子兴，并成了郭子兴的女
婿。朱元璋于元至正十四年正月南略定远，离开濠州
时仅带了24人，这是朱元璋的最初队伍，均是凤阳、定
远人。攻下定远后，朱家军已有近3万人。至正十四
年三月二十九日，朱元璋攻下滁州。接着，郭子兴的队
伍也来到了滁州。两军并成一军，近5万人。

在朱元璋驻守滁、和期间，凤阳府其他州县以及
巢湖水军纷纷投入朱元璋，其中就包括常遇春等人。

郭子兴死后不久，朱元璋于至正十五年六月初二
领军渡江。渡江战役成为朱元璋队伍的分界线，90%
以上明初开国功臣（公侯）均是渡江战役前投奔朱元
璋的。渡江后，在攻打集庆过程中，郭子兴的两个儿
子阵亡。从此，郭家军的队伍并入了朱家军。

在上述凤阳府地区中，凤阳、定远两县的民众是
朱元璋队伍中的核心力量。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全国
各地卫所大多都有凤阳、定远籍的军官，且官高位显。

二、南京城内的公侯，
主要是渡江前的将领

建立明王朝后，最初跟随朱元璋创立天下的凤阳
府开国功臣们都成了京都鼎臣、封疆大吏。其中洪武
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被封为公侯者，大多数
是凤阳府人。28侯中，有14人是凤阳、定远人，且全
部排名在前。

洪武四年统计，南京城中“公侯族属”达1197户，
计其人口达万人左右。如果再加其他军官、军士，估

计十倍以上。故明初贝琼诗曰：“两河兵合尽红巾，岂
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

凤阳府籍的军士，成了南京城的主人。把上述凤
阳府籍公侯、军士们说成是南京人，也未尝不可。

三、南京城的主人
——朱元璋部队占据贵州

贵州一带的民众，主要以少数民族为主。早在洪
武五年，在明军的军威下，贵州土官开始归顺。明洪武
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
玉、沐英为左右将军，率师征滇。仅一二年间，西南一
带全境平定。十六年三月，朱元璋召回征滇军队，留沐
英镇守。沐英（1344-1392），凤阳府定远县人，朱元璋
的养子。在云贵一带军队中，凤阳人占较大的比例。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设立“贵州都司”，下辖18卫
和2个一级守御千户所，是明朝设立于地方的军事指
挥机关，掌一方军政。由于贵州的地理位置、民众构
成十分特殊，所以这里的都司不仅管辖当地军卫，还
直接管辖部分州县。再加上军卫移民的人口多于当
地民籍人口，所以军籍移民文化逐渐成为这里的主体
文化。

安顺屯堡有“三十军屯、四十九堡”之称，明代安
庄、普定、平坝三卫并列，往东还有威清卫，往西关岭
守御千户所，大量屯军分布在交通主干线上，形成了
较为密集的屯堡区域，其军户、民户之多在明代贵州
各卫中居于前列。

明初进驻贵州的卫所武官，绝大多数袭职于明
末。明亡后，卫所武官大多依附了清朝，有的还转为
武职。后裔大致有两大去向：一是世代聚居在卫所驻
地，坚守着汉人的身份与文化传统，形成了点状分布
的“屯堡”村落。二是随着军户人口的增长，逐渐与少
数民族共居。其中居住在“屯堡”村落的军卫后裔，称

“屯堡人”，并成为今天的贵州省平坝、安顺、镇宁、普
定、长顺等县市内明初屯军后裔的专称。

在上述地区的部分屯堡中，“屯堡人”的语音、服
饰、民居建筑以及娱乐方式依然沿袭着明代的文化习
俗。其主流服饰“凤阳汉装”，是一种源于明代南直隶
凤阳府的汉族妇女服饰，具体表现在：发型为高束前
发，形若鸡冠，梳三绺头，称“凤头笄”；穿青布上衣，袖
口较大，前襟刺绣花边；佩戴大耳环；不缠足，脚穿绣
花翘尖鞋。对此，当地学者对“屯堡人”“凤头笄”作如

下解释：屯堡人还有“屯军堡子”“屯田子”“堡子”等别
称或简称。又因其妇女为天足不裹脚，故又被称为

“大脚”“凤头笄”“凤头鸡”。“凤头鸡”当是与“凤阳头
籍”“凤头笄”之音近意误所致。外地人不知其详，见
其妇女衣着头饰与其他汉民不同，以为是贵州的少数
民族，于是更有“凤头苗”之误称也。

屯堡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移民大多是军籍移
民，因首领及人数较多的军士，均是开国皇帝朱元璋
的家乡——凤阳府籍人，他们必然把原籍的文化带至
安顺一带。由于凤阳府定远人、朱元璋义子沐英及其
家族一直是云贵地区的主帅，有明一代凤阳府籍军士
们在这里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所以在文化传承方面
也占据着主动权。他们和当地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
合，从而形成一种带有移民色彩的特殊民俗，一直沿
袭至今。

浅谈“宁滁安”三地之间文化连接之纽带
○朱元璋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夏玉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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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明代江淮服饰的屯堡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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