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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序言

喜京啬蠢．方志嘉纂委妻会主茬王蓉炳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一毋朋

《南京市志丛书》从现在起陆续出版问世了．这一套由如余

部专志组成．2000多万字的市志丛书，是南京市社会主义物质

丈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是全市各行各业千百人辛勤劳动、

通力合作的产物．我们应该向全市修志人员i向关心和支持修志

工作的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各界人士。致以深深的放意和诚

～挚的感谢! 、

．

，

’

地方志是国情资料书籍，是国情、区情、市情的裁体．．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

的千秋大业．编纂好南京地方志，是我们义不客辞的责任．史学

界有一句话。说是。盛世修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元论是我

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还是南京的城市乡村，都在改革开放方针的

指引下百业俱兴，经济建设硕果累累，社会发展变化显著，我们

躬逢其盛，在修志工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突破，《南京简志》，

《南京年鉴》和《南京史志》(双月刊)相继面世，受到社会各界

的好评．如今。这一部堪称南京之最的《市志丛书》也开始陆续

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有了这部丛书，可)Y．／t．COL民进

一步了解南京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的历史足迹，可以激发人民热

爱祖国、热爱南京、建设祖国．建设南京的巨大热情，可以。鉴

兴废、考得失’。从中总结经验，研究规律．我相信。这部丛书



出版发行后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积以时日，丛书必将发

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南京编修市志：在总体部署上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从舳年

代中期到本世纪末”年阎．南京市志编纂采取。三部曲’的战略

格局：第一步，先编了一部《南京简志》，。130万字．已于1986

年底出版；第二步，编纂这一套《南京市志丛书》，分门别类编

9D部左右专志，各自相对独立．全套丛书出齐，前后需要J年

左右时间；第三步。再编一部三。四百万字的，具有较高科学性

和综合性的市志——《南京通志》．日前正在着手进行的是第二

步．就是编纂础版《南京市志丛书》．我们之所以要编这样一套

市志丛书．主要是从南京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了以下一些因

素． ，

’
’

一是量力而行．社会的发展过程是错综复杂的，为南京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修志。纵贯千年，横涉百科。上栽天文．下记地

理。中括人事。还有诸多问题尚待研究探讨．要在短时间内鳊出

一部高水平的城市志．决非易事．因此，我们在《南京筒志》编

成后．着手编一套市志丛书，放手由各行各业、方方面面把与己

有关的史料理出头绪，编纂出内容较为详备的专志．在这个基础

上再编《南京通志》就比较顺理成章．切实可行．

二是力求采用新的方法修志．‘现代科学发展了。社会生活异

常丰富，分工也很细密，单纯用概括的手法已不能全面反映我们

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历史状况：主要经验教训，以及许许多多

生动具体的内容．编修地方志这一浩繁艰巨的工程．需要采取

。众手成志。的工作方法．南京是人文荟萃之地，各行各业都有热

心修志的领导者．都有熟悉本行业务的专家、学者和撰写史志的

能人．把这些人发动起来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收集、研究 ．，

和认识史料，分门别类地把我们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主要历 ，

史事件的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翔实具体地记栽下来．、把浩如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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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资料梳成辫子，加以汇集组成一整套市志丛书．这是一项很

有意义的工作． ·
．

三是保证志书质量的需要．志书是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

资料汇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动各行各业发掘历史资料，提

炼素材，提高成书质量．有些专志编成后。在实践检验过程中还

可能发现一些缺漏、偏颇和差错，我们在编《南京通志》时就可

逐．．加以纠正或补充．从而有利于通志质量的提高．

四是为了锻炼一支修志队伍．通过9口部专志同时分头编

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提高修志队伍的素质。发现人才．积

．jlc经验．让大家轻车熟路，在下一步工作中编出一部科学性较

强、内容更集中。结构更严密的《南京通志》来．
‘

尽管我们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吸取前人

的经验教训，刻意求实，大胆探索．但由于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

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编纂《南京市志丛书》是南京修志史上最宏

大的一项文化建设。。三部曲。的做法也无现成的模式可套，古今

许多问题还来不及深入探讨，加上我们水平．功力所限．疏漏之

处恐仍难免．我们将尽力改进工作。充实校正史料．修好南京市

志，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

1991年J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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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言。

霹意≯警瓮嚣冀一《方言志》编委会主任 山，。F

方言．是一种复杂而又奇妙的社会文化现象．南京与杭嘉

湖，苏锡常近在咫尺。．而语言差异却似遥隔万里．据史井记我．

南京方言。在六朝前期还属婉转妩媚。温柔细软的江东吴语，发

展到明清却已变异为浑厚租犷，铿钼有力的北方方言．这是什么

原因?十朝故都的方言与其它地方相比有什么特色?南京话将来

的发展趋势怎样?《南京方言志》的问世．对解开种种疑团．颇

有助益． 。

，
+．， ．． ．

《南京方言志》是整套《南京市志丛书》+9D部专志中最具地．

方特色的专志之一．它是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鳊写的．特聘

南京师范大学叶祥苓教授主持此项工作，并由他的研究生费嘉、

本科生孙力任主编．他们深入调查，精心编写。数度寒暑，终于

成稿．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南京方言专志． ．

该书是南京历史上比较详备、比较科学的一郝方言志．南京

历代志书不少，但对方言，有的没有捉夏．有的三言两语。就是

像民圆《首都志》这样权威性的综合志书．为了。辨析声韵．求

其异同’。特把方言作为一卷加以记述．但也只数千字而已．未

能全面完整地反映南京方言的历史与现状．南京方言曾被《世说

新语》、《红楼梦》、《儒林外史劳，。《白下琐言》等名著撮入．研究

南京方言的专文、评论也时见报刊．但往往限于体例，大多比较

单薄霉散．《南京方言志》以洋洋刃余万字的篇幅，分概迹厦语



音，词汇．语法，呐部差异和分区．标音举例等，章．每章又分

设若干节、曰，详细而得体，比较科学．比较全面地．动态地勾

勒南京方言的基本轮廓．读了此书．基本可以了解南京方言的特

点，发展变化和现状． ．j

7 ’ ‘1

该．书把广度与深度较好地结合起来．编者的足迹遍及南京各

个郊县，从传统的个案调查入手，辅之以群体调查．调查对象从

年幼的孩童直至如岁的老太太都有．编者首先确定南京方言老

派音系的总框架，接着再调查南京中派及新派音系．并在南京市

郊选取船个点进行方言的比较调查．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说话，

较好地体现了南京方言志的深度．使之更为翔实．可信．
’

．该书又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为了照顾到

读者面，让志书通俗易懂．并考虑到南京方言的自身特点．属于

北方方言江淮次方言．该书一改以国际音标注音的传统，而采用

汉语拼音字母采准确注音．同时考虑到部分研究者的需要。又把

该书中汉语拼音字母与国际音标相对照。列表于志首。这样就把

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增强了该书的实用性． ’

语言的转变是渐变的、缓慢的．南京在一千多年的时间内完

成了从吴语向江淮官话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的迁

徙．南京历史上地处昊头楚尾、大江南北．是兵家必争之她，政

权屡更，百姓流离．语言也多次发生剧烈的变化．． 南京原是荆

蛮之地，其语言已难于确考．东昊以前南京地区的语言属于江东

吴语区．晋永嘉之乱后．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政权，随后洛

阳，7山东，江淮等地北方世家大族纷纷南下．其数量超过了土著’

人。南北人户杂居。后来又在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建立了许多侨

州、‘郡．县，南北方人并居京邑．这不仅影响到建康的文化和习

俗，也影响到建康的语言，使楚康不再是单纯的江南城市，而逐

渐地成为融南北风格于一体的城邑了，这是历史上南京吴语第一

次受到北方话的严重冲击．南唐时期和北宋末．大批北方人又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次受到北方话冲击．元初

彳7万．不少原居民被迁

地富户)连入南京，形成

集团。所以迁入的大量是

不久便具备了综合的性

．质，变成了江淮宫话．从明末法国人金尼阉所著的《西儒耳目

。资》可知。当时的南京方言已是完全的北方话了，直接用南京语

音来标泣汉语，把汉语介绍给世界各地．到了近现代．基本上还

‘是这种情况，据1934年对南京人口的统计。‘当时总人口为

刀1226人。南京本籍人为208291人。仅占总数的船．加％；江

苏藉外地人和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是北方)的外籍人525J"

人，占加．舾％；籍贯不详者7740人，。占总数的J．W％．抗日

’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人口锐减．以后，苏北，皖

北人大批涌入南京，人口很快又达到100多万．所以南京话至今．

仍基本保持北方方言次方言的江淮官话基调，只是随着改革、开

． 放的深入．人员流动更为频繁，更为复杂．又夹杂些南腔北调．

． 尽管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本书对南京方言的历史演变以汉民

间许多生动语言的收集，记述尚不够全面．但这部《方言志》的

问世，必将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历史．掌握市情．更好地认识南

京。热爱南京。建设南京，为资治、教化、．存史发挥应有的作

1993年3月



《南京市志丛书》凡例

一．《南京市志丛书》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 ．

二、《南京市志丛书》是一套全面、系统地记裁全市各行业

历史的大型地方文献。为社会各界了解南京．研究南京服务．采

用丛书编辑形式，分卷出版，各专志又具备独立使用价值．

三、专志设置原则．依照现代社会分工．参照现代学科分类

情况。平行设置若干相对独立的专业志．采用章节体。一般设

章、节．目三个层次。个另0列至予目．‘ ．

四、体裁．各专志以志为主．辅以速．记、传．录、图，表

诸体． 一，

五．文体．志，直陈其事，寓观点于史实之中；概述，夹叙

夹议；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六、范界．以现今秆政区划为准，其业务范围延伸至外地部
分。则作略记．

‘

七、断限．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追述行业发

端；吓限断在1987年至1990年间，视成书时间而定．

八、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前．一般采用朝代年号。后加

注公元纪年．丛书所称。解放后’，系指J9锣年4月23日南京解

放之日起． ．

’

九、各专志可另作编辑说明．

＼＼＼1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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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说明

1．本志是一部专业性极强的志书．在力求不悖方言规律的原

则下，采用典型生动的语例为描写骨架，以通用的汉语拼音字母为

标音符号等为主的作法，全面准确记载南京方言． ，．

一

2．本志主要记录南京市区方言，个别章节涉及郊区。五县方言

参见各县志中的方言部分．本志一般不作重复记载．

3．本志以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标音符号，如需要对音值作详细

说明。则使用国际音标．国际音标一律加方括号[]表示．

．’4．本志音系皆按南京城南老派音系排列．在声韵调配合表和

同音字表中，先按韵母分部，入声韵一律与舒声韵相配，同韵的字

按声母排列．声韵相同的按声调排列．．
。

·

韵母的次序是·

i

i ，。

’

U ·

●

U ． ，

a la Ua
’

O lo ．

^
●

。

e Ie 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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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母的次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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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零声母)

声调的次序是。 ，

．

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轻声． ．

在同音字表中，上面的声调分别用①、②，③、④、⑤、·表示．

调值符号用五度制声调符号，其调值为。

阴平J，·_、阳平J t碉、上声J。12饵去声1“孙入声]。一、轻声‘
·1．

以上调值符号都写在比较线左边，表示是本调：连读变调一律’

写在比较线的右边。如南京话两个阴平连读，第一个阴平由J 31

调变成1 44调，写法如下。

香烟 Xia习Jf-Yan J



差

为

在’．

加

单线“一"的，表示为白话音l字下加浪线。一一的‘，表示同音代替

的字，方框“口”表示有音无字或用来代替难写的本字I注解字中用

代替号。～一代替本字，例如。“好量。”就是。好叠好”的意思。
- 7．在本志的分类词表中，所收的词(有些是词组)按意义分为

二十九类．同义词排在一起，第一条顶格排列，其他各条缩格另行

排列．每条先写汉字，后标读音，标音一律根据老派音．不易理解

的词，或与普通话有差别的词，在词条后用小字加注，例如：护太

阳日夤hu-I tail yaq·1．新兴的词加注小。新一字，旧时用的，现在

不大用或已不用的词，加注小“旧-字．分类词表所收的词以市区为

主，郊区如有其他特有的说法，另行缩一格排列，标明“郊”字，但不

．注音，例如1 ．

太阳tai-1 yarj·I．
‘ r‘

郊。 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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