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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序言

耋京轰方主编磊主粪王武龙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一～。

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久有“无比的历史博物馆”之誉，历

史淀积之丰厚，胜于一般地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盛世

修志，南京又创出一个“三部曲”的修志格局，决心把这座2400

多年古城的方方面面，从历史列现状详尽记述下来，摸清市情；工

程浩繁，气魄很大，也早有所闻，但未知其详。1993年初夏，奉

调南京盍政事，从前任市长手中接过了主持继续编修市志的任务。

这时，作为南京修志“三部曲”的第二步——由90部左右专志组

成的《南京市志丛书》，已经开始陆续成志面世，披阅案头新出版

的几部专志和前此成书的《南京简志》，以及在市编委会领导下相

继创刊的《南京史志》双月刊和《南京年鉴》，深感这些地方史料

的科学汇编、市情的载体，确实很有“资政、存史、教化”的价

值，可以使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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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

说，这是南京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

面对南京市修志成果，和全市各行各业辛勤劳动、通力合作

完成更为艰巨的使命的千百修志工作者，以及关心和支持修志工

作的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各界人士，我们应该致以深深的敬



意和诚挚的感谢!

南京编修市志，在总体部署上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从80年代

中期到本世纪末的十几年间，南京的市志编纂决定采取“三部

曲”的战略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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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一套《南京市志丛书》，分门别

类编90部左右专志，各自相对独立，以资料翔实为要旨，总字数

预计超过3000万字；第三步，在分门另，I类的详备史料基础上，再

提取精粹，编一部几百万字具有较高科学性的综合性市志——

《南京通志》。这三大步，始终贯穿着一个战略思想：南京这样一

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现在又是一座特大的城市、一种多功能

的重要中心城市，编修地方志，纵贯千年，横涉百科，上载天文，

下记地理，中括人事，社会发展的过程纷繁复杂，还有诸多问题

尚待一步步研究探讨，要在短时间内编出一部高水平的综合性市

志，决非易事，只有充分发挥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南

京人文荟萃的优势，不断扩展各个领域发掘、选取资料的广度和

深度．锻炼修志队伍，努力探索前进，才能完成编修第一代社会

主义新市志的历史使命。
’

经过南京市张耀华、王荣炳等前后几届市长为首的编委会研

究决定的这一总体部署，目前正在进行的，也是工作量最大的第

二步．就是编纂《南京市志丛书》。毛泽东同志说过；应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

究。⋯⋯应当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

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和研究，然

后才有可能做综合的研究。我们应当遵循这个原则，并且坚持到

底，完成这一南京修志史上最宏大的系统工程。

在‘南京市志丛书》编纂过程中，南京人民又提出了建设南



京都市圈、向国际化现代大都市迈进的发展目标。我们的志书应

该为实现这一新的宏伟目标服务。无疑又给我们的市志编纂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又带来了新的难度。我们应当运用“新观点、

新材料，新方法一，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刻意求实，大胆探索。

由于编纂社会主义新市志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南京的古今许多问

题还在研究探讨之中，加上我们的水平、功力所限，疏漏、失误

之处恐仍难免。我们一定要在“三部曲”的后半进程中，尽力改

进工作，按照总体部署修好南京市志，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

人的使命．

1994年1月



序

主荔篡。支差≥萎主粪陈办久江苏省水利史志编委会主任 l句扒√／一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欣闻《南京市志丛书·水利

志》即将出版，无比兴奋，特为之作序。 ·。

南京市地形四周为低山丘陵，腹部较洼，长江由西向东横穿

市区，南岸有秦淮河，北岸有滁河入长江；南有胥河可通太湖，另

有天生桥河可入秦淮河，构成南京的主要骨干水系网络。龙蟠虎

踞，背山面水，地势险要，属长江咽喉要地之一，被称为“六朝

胜地，十朝古都”的历史名城，现在是江苏省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对长江三角洲的经济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地形特点，洪

水为害是南京市的主要矛盾，历史上多次受淹}如遇干旱年份，丘

陵山区缺乏引水、翻水等灌溉设施，又易遭受旱灾，制约了南京

的经济发展。因此，祷好南京市的水利，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

南京治水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春秋时的胥河，三国时的破岗

渎，明朝的胭脂河，这些工程都是开山凿岭，工程巨大，历来负

有盛名．但主要是以军运、粮运等航运交通为主的河道，对直接

有关农业生产的水利工程不多，洪旱灾害一直严重存在。

新中国建立后，首先从治洪入手，培修加固长江堤防，进行

护岸保坍，整治秦淮河和滁河等防洪工程．与此同时，疏浚排灌



河道，增设机电提水设备和山区水库等翻水、蓄水工程，大力进

行面上的农田水利，取得了很大成效，水利面貌与自然面貌都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胜了1978年、1994年的大旱和1983年、

1991年洪水。这是广大干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艰苦奋斗、坚持不懈、自力更生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现在

把四十年来水利建设所走过的道路，包括成功的经验以及失误的

教训，实事求是地用志书的形式记载下来，不仅是“存史、资

政”的需要，也是鼓舞当代，教育后代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在

此基础上，把南京市的水利工作不断地深化、提高，为当前和今

后的经济建设提供更好的水利条件，以适应改革开放、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从这方面来讲，出版本志将具有更加

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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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列至子目．

四、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记、述、传、录、图、表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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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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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限断在1987年至1990年间，视成书时间而定。 ，。

八、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一般采用朝代年号，后加

注公元纪年．丛书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

放之日起。 ，

’

九、各专志可另作编辑说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说明

一、本志的内容为南京水利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是《南京市

志丛书>的一个分册，也是江苏省水利系统的一部专志。

二、本志记述的时间，上起公元前541年，下迄1989年，惟

对1991年的水灾以其灾情严重，作为例外记入第五章的“防汛纪

实”中．个别表的统计数字有延到1992年；部分已故人物的卒年

亦有延至1994年的．

三、本志记述的区域，为南京现今的行政区划(10个区、5个

县)．
。

四、本志的体裁，以志为主体，辅以概述、人物、附录、大

事记．志设8章，第一、五章属水利自然，第二、三、四章属水

利工程，第六、七、八章属水利工作。
。

五、本志引用的水利建设统计数字，以南京市水利局编印的

‘南京市水利建设统计资料汇编)为主要来源．

六、本志的资料，凡引用文献、专著、报刊者，采用页末注，

当页编码I引用档案者，一般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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