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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前言

喜京赢方妻编曼主差罗志军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
⋯一

盛世修志，自古而然。金陵为“十朝古都”，人文荟萃，历史文

化积淀丰厚，且历朝历代均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因此，编纂一

部高水平的地方志更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拨乱反正，政通人和，遂有重修南京地方志之议。自1983年

始，历经二十载，业已编纂出版《南京简志》，由约90部专志组成的

《南京市志丛书》以及一批地情书，纵横2400余年，包罗万象，皇皇

大观，堪称盛举。

修志之目的，一般而言，不外乎“资政、教化、存史”。这一目的

的实现，主要是依赖于史实的本身。最近，南京在总结前一阶段工

作的基础上，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十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

纲要，要求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把南京建设为经济充满活力、富

有文化特色、人居环境优良的现代化中心城市。为实现这一目标，

将以富民强市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总揽全局，实施“科教兴市、

经济国际化、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可持续发展”四大发展战略，集

中力量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

设和党的建设、团结和率领全市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

南京而努力奋斗。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会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

事迹，会产生一些可借鉴的经验，同时也会有一些需要反省的教

训。这些，都给我们编史修志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对于史志工作

者来说，这是一个机遇，当然更有责任、有义务用自己的笔如实地

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艰苦创业的足迹，同时也为后来者接过我们



的担子，继续建设好南京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东西，让后人能有更

好的精神风貌，更足的工作干劲，并且能够少走一些弯路，把我们

南京建设得更好一些，并为更后来者续修出更好的南京史志奠定

更坚实的基础。

编史修志是一项意义很重大，要求很高，并且又是很艰苦的工

作。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要有“十年寒窗”、耐得住寂寞的平常心

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我要对长期以来默默奉献的同志们表示由

衷的敬意，也希望史志战线的同志不断提高自身的水平，运用“新

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大胆探索，高质量、高水准地修好南京市

志，不辱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猾么、弩·
2002年8月



序 言

《南京体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何大昌

《南京体育志》是《南京市志丛书》的组成部分。在缺少人手和

经验的情况下，走过了12年艰辛的编纂历程，终于出版问世了。

这是南京历史上的第一部体育志，是研究南京体育事业发展历史

的重要著作，是南京体育战线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是

南京体育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

南京体育历史悠久。源于先秦，兴于六朝，盛于明清，繁荣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1990年，体育人口的普及率已达115．9万

人，占当时全市人口的23．1％；竞技体育水平有了较快的提高，改

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南京运动员与国际大赛无缘的局面；

共获得世界冠军14个，蜚声世界体坛，为中国争得荣誉。

《南京体育志》是一部地方体育文献，全书共设lO章44节133

个条目，和人物、大事记、附录等，共35万余字。贮存了南京古代、

近代，特别是现代体育事业丰富、翔实、可靠的珍贵资料和大量信

息。编纂同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做

到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相统一，真实反映南京各类体育的基本

特征和面貌。在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编纂一部具

有时代特点，又有体育专业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专业志更有特殊

意义。鉴古观今，启迪未来，起到“资治、教化、存史”和服务当代、

惠及后世的作用。在当前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可以从中吸取有益

的经验，得到宝贵的启迪。广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应提高



领导素质、领导艺术和决策水平，以《体育法》为依据，运用好《南京

体育志》这一得力工具，为南京体育事业的大发展而努力奋斗和不

断做出新贡献。

《南京体育志》是在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由市体

委主持编纂的。在编纂过程中，从始至终得到省和区县体委、体育

场馆、业余体校、大中小学、工矿企业等各大系统的重视，为编写体

育志提供丰富的资料。同时，得到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和专家、学

者的热情关心与指导。国家体委为了帮助全国各省、市体委编好

地方体育志，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先后在福州、

无锡、南京、庐山、合肥、成都、敦煌、北戴河和北京等地，召开了十

多次有关编写体育志的座谈会、经验交流会和论文报告会，从而保

证了修志工作的顺利进行。

《南京体育志》的编纂历时12年，数易其稿，终于出版问世，这

是体育界的一件大事。为此，我谨代表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向

参与修志并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纂人员及所有关心、支持、帮助

修志工作的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2000年8月28日



《南京市志丛书》凡例

一、《南京市志丛书》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二、《南京市志丛书》是一套全面、系统地记载全市各行业历史

和现状的大型地方文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科学依据

的基本状况，利于领导机关正确决策，为社会各界了解南京、研究

南京服务，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

三、《南京市志丛书》采用丛书的编辑形式，依照现代社会分工

和科学分类，设置若干相对独立的专志，分卷出版。采用章节体，

一般设章、节、目三个层次，个别列至子目。

四、各专志以志为主，辅以记、传、图、表、录诸体。行文依照现

行国家公布的规范。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五、记述范围以现今南京市行政区划为准，必须延伸至外地的

部分则作略记。

六、专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追述事业发端，下限一般

为1987年，至迟延伸到1992年。

七、人物以“生不立传”为原则，凡与事业有密切关系、在南京

有重要业绩的人物，分别以传、简介和表的形式收录。

八、历史纪年在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后加注公元纪年，1949

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南京体育志》编纂说明

(一)《南京体育志》是根据《南京市志丛书》总体设计要求编纂

而成的一部体育专业志，记述南京地区(含江宁、江浦、六合、溧水、

高淳五县)体育事业发展演进、兴衰起伏的基本面貌。

(二)本志记述，通贯古今，上限不限，追溯源头；下限至1990

年，部分记述延至1995年。

(三)本志以“概述”统摄全书。全书共设民间传统体育、学校

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运动竞赛、荣誉称号获得者、人才培训、

国际交往、体育设施、体育管理等10章和人物、大事记、附录等。

各章分章、节、目三个层次，横排纵写，力求统属得当。

(四)“人才培训”一章，详尽记述了各种形式的训练活动，不再

专设“运动训练”之章节。

(五)凡南京输送参加国内、国际体育运动竞赛的运动员及其

取得的优异成绩，以及对南京有贡献的运动员的事迹均作记载。

(六)本志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各个业

务部门和市政府统计专业部门，以及各种报刊资料。由于统计口

径不尽一致，从实际出发不强求绝对统一。对于资料内容，一般不

注明出处。

(七)古代纪年、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每自然段仅括注一

次。

(八)本志遵照国家法定单位使用度量衡。个别地方时间单位

的分、秒顺从习惯。

(九)志书中所使用的年代，凡未加界定的，均指20世纪的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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