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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前言

喜京磊方塞编曼主薏王宏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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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拨乱反正，政通人和，逐有重修南京地方志之议。自1983年始，历

经一十余载，业已编纂出版《南京简志》，以及由约90部专志组成

的《南京市志丛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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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或通俗地讲，是工作

做得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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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划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通过一段时间

的努力，把南京建成一个基础完善、服务一流，作为全省政治、经

济、科技、文化中心的功能不断增强的省会城市；建成一个长江三

角洲地区和长江下游的经济、金融、商贸三大中心的区域性中心城

市；建成一个经济发达、环境优美、融古都风貌与现代文明于一体

的现代化江滨城市。为实现这一目标，将实施“科教兴市、经济国际

化、城市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四大发展战略j特别是提出了要“一

年初见成效，三年面貌大变”。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会涌现出许多可

歌可泣的事迹，会产生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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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足的工作千劲，并且能够少走一些弯路，把

我们的南京建设得更好一些，为使后来者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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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色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1995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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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记载全市各行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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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列至子目。

四、体裁。各专志以志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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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业务的范围延伸至外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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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社会科学志》

编 辑 说 明
。

一、本志定名《南京社会科学志》(《南京市志丛书》之一)，是全

面、客观地记述南京社会科学及其分支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和现

状的专志。 ’

二、本志分综述、学科志、学术人物志。

三、学科志分10章40节，收录一、二级学科及其分支学科50

个以上(学科分类、编排，参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结合南京

社会科学实情处理)。每一节分“概述”、“机构和团体”、“学术活

动”、“主要著述”四段叙述(经济学、法学两章的分支学科暂分几

节，但只列“主要著述”一段)。

①“概述”，记述本学科的历史源流、发展概况，并扼要指出它

在本学科全国发展中的地位和特点；

②“机构和团体”，记述本学科有关的主要学术机构、学术团体

的成立时间、第一届主要负责人等；

③“学术活动”，以时间为序记录该学科的重大研讨活动；

④“主要著述”，按时间顺序记录本学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研

究成果(论著)。论著著录内容包括论著名称、著者、出版者及其出

版年月、页数(字数)、简要内容提要(有几个学科论著多，其内容提

要一般从简)等。

“著述”(论著)收录范围一般为本学科学者(不论其籍贯)在南

京工作期间的主要著作，论文原则上不收，但有些学科有的时期专

著很少，研究成果主要为论文，则收录少量有较大影响者；有的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科收录论著数量较多，内容提要一般从简。考虑到学术研究的连续

性，抗日战争期间南京内迁四川等地的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其

在四川等地的研究成果(著述)亦作为在南京的研究成果收录。

学科志收录的“著述”(论著)，由予种种原因，有些论著(特别

是有些古籍)写作年代、出版年代很难确定，而古代、近代南京学者

流动性较大，其在南京活动的确切年月甚难考证核定，加上学者当

时“立说不易”、“著书更难”，为此，本志收录古代、近代学者的“著

述”，一般不深究是否为该学者在南京期间所作，而着眼于该著述

是否代表该学者在南京期间的学术见解。有些原书难觅，乃参考或

转录有关辞书，其中较多地参考或摘录了《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

图书馆编)的著录。 ， 。

． 四、学术人物志，人物收录范围：在南京工作期间对社会科学

有贡献的已故学者，不论其籍贯是南京或外省、市。收录内容：学者

的生平、治学范围、主要著述。其中某些学者去世前寓居海外，也在

收录范围。人物排列，以生年为主，生年无考者，以参照在世年代先

后为序。

五、本志从南京(地区)范围取材，包括历代南京辖治地区及其

所辖区、县。

六、本志收录时限，上限不限(一般从六朝起)，下限为1994年

底止。 ．

。

七、本志所取资料，均为历代史书、方志、档案以及有关辞书、

工具书，为了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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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1

综 述

《南京社会科学志》是记述南京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

志书。这里所谓的社会科学，是广义的社会科学，包括人文科学、狭

义的社会科学以及它们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社会科学发展到

现在，已形成为由数以千计的学科和分支学科组成的大部类。本志

收录主要的学科及其分支学科。

中国是世界五大文明发祥地之一。在其漫长发展过程所孕育

的光辉灿烂的文化中，社会科学是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源远流长。早在夏商周时期，已产生社会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孔子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卓越的思想家，

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概念和范畴，中国哲学有了一整套独特的

范畴体系，也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政治、法律、管理、伦理、经济、史

学、文艺、教育等思想，为中国传统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南京社会科学的发展跌宕起伏，绚丽多姿，在中国社会科学发

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六朝、五代南唐、明朝(初、中叶)、民

国以及当代比较繁荣昌盛。这几个时期里，南京社会科学就其当时

的总体而言，有如下主要特点：一、研究水平比较先进。这几个时

期，除当代之外，南京均处于“京城”的地位，一般说，是全国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由于南京特殊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经

济状况、文化传统等，国内不少一流学者云集于此，堪称人文荟萃，

因而研究水平在国内名列前茅。至于当代，几经沧桑，但在走出困

境后，努力再创辉煌，如今不少学科研究水平已跻身全国先进行

列。二、研究领域比较全面。这几个时期，南京社会科学研究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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