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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人物简介》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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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前言

謇京矗方妻编曼主薏王宏民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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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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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一十余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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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通过一段时
阎的努力，把南京建成一个基础完善、服务一流，作为全省政治、经
济、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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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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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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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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的南京建设得更好一些，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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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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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金善宝(1895～1997) 浙江诸暨人。民国6年(1917)入南京

高等师范农业专科学习，毕业后先后在该校小麦试验场和东南大

学农事试验总场任技术员。民国16年东南大学农科毕业后，在浙

江宁波市第四中学和浙江大学劳农学院农艺系任教。民国19年

赴美国留学，在康乃尔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民国21年4月人明

尼苏达大学研究院学习，获硕士学位。翌年回国后，先后任浙江大

学农学院农艺系副教授，中央大学农艺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无锡

江南大学农艺系教授。1949年后，历任南京大学农学院、南京农

学院院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南京市副市长等职。

1957年调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农林科学院院长，1955

年起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

1978年为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奖励委

员会委员，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作物学会理事

长。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届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善宝长

期从事农作物优良品种选育方面科研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1949年前就从世界各地取得的3000多份小麦材料中选出两个适

于我国生长的优良品种，定名为“矮粒多”和“南大2419”。1949年

后“南大2419”在长江流域13个省、市、地区大面积推广，获得高

产。后来全国各地利用“南大2419”作杂交亲本或直接从中选优，

育成不少好品种。近十几年主持春小麦的育种工作，先后育成了

京红l、2、3、4、5、6号春麦品种，在大面积生产条件下获得增产、稳

产。在河北、山西等省推广面积已近80余万亩。六七十年代又育

一1一



成京红7、8、9号和“6082”等品种，在早熟性、抗病性、丰产性和籽

粒品质等方面都赶上或超过了墨西哥小麦。据全国231个推广品

种(包括墨西哥小麦)的品质分析结果，京红8号籽粒含蛋白质

15．4％，赖氨酸0．37％，是这两项指标综合表现最好的品种。他

和他的同事从全国各地征集到5544个小麦品种，经过研究鉴定，

分属于普通小麦、密穗小麦、元锥小麦、硬粒小麦和“云南小麦”5

个种，126个变种。“云南小麦”是世界上独有的小麦新种。通过

对小麦种类及其分布的系统研究，给我国小麦育种事业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他编著出版反映我国小麦种类的第一篇科学文献<中

国小麦分类之初探>。民国23年出版<实用小麦论>，被列为全国

“大学丛书”之一。为我国第一本联系实际的小麦学课本，民国23

年和民国24年在<中华农学报>上发表<近代玉米之育种法>和<大

豆几种性状与油分蛋白质之关系>两篇论文。民国32年编著<中

国小麦区域>，为我国小麦的生态区划奠定了基础。解放初期，他

发表了<多种马铃薯度春荒>和<移植冬小麦战胜灾荒>等论文，出

版了<马铃薯栽培法>一书，这些著述对我国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

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57年发表<中国小麦之种类及其

分布>，为国内研究我国小麦的基本文献。1960、1964年主编<中

国小麦栽培学>、<中国小麦品种志>。

刘海粟(1896～1994)原名檗，又名九，改海粟，字季芳，室名

存天阁。江苏常州人。出身封建家庭，幼人塾写字习画，10岁转

绳正书院，读经史，并接触西方文化。14岁赴上海，入周湘布置画

传习所学画，半年后回常州图画音乐专修馆教画。民国元年

(1912)秋，与乌始光、张聿光等在上海乍浦路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

(上海美专前身)。民国4年(1915)3月设置人体写生课，民国6～

8年举办学生习作及油画展，其中人体作品引起舆论大哗。民国9

年夏，用女模特于教学，时遇阻力，并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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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责难，其不畏强权，据311亘I驳，继而周旋直至成功。

民国8年(1919)秋，他创立美术团体天马会时，作品被康有为

赏识，始从康学书法。民国10年底应蔡元培邀抵北京，于诸高校

作<欧洲近代艺术思潮)讲演，并举办画展，结识陈独秀、胡适、陈师
曾等。其间，他两次东渡日本考察美术教育，举办画展，深受舆论

推崇。民国18～24年闯，又两度赴欧洲法、意、德、比、瑞及荷、英、

捷等国，考察美术，举办个人画展，主持中国现代美术展，作<中国
画派之变迁>、<中国山水画的特点>、<何谓气韵>、<中国画之精神
要素>等学术报告，广泛宣传中国绘画的特点。民国25年夏在上
海、青岛举行旅欧作品展。“七·七”事变后，主持中国现代名画筹

赈展，在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巡回展出，所得款项支援国内抗

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79年任

南京艺术学院院长。晚年客居香港，并游新加坡、日本、德国等地

讲学、授艺、办画展，致力介绍中国艺术。被美国、意大利、香港等

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授予各种荣誉勋章和称号。其中国画吸取传统

之优而融人西法一笔力雄壮，气韵深厚。90岁后十上黄山，力出

新风，作大写意用泼墨泼彩，以凝重的笔墨与鲜艳的色彩相交织。

极富生气和变化。作品如<黄山一线天奇观>、<立雪台晚翠>、<黄
山云海>、<曙光普照神州>等，以及风荷、苍松、红梅题材之作，均见
精神和力量，充分显示其艺术个性。油画吸收19世纪欧洲印象派

及后期印象派画法，揉合书法笔意，色彩感强烈，笔致厚劲凝练。又

运用中国传统意到笔不到手法，更觉境界开阔，耐人寻味。作品如

<巴黎圣母院夕照>、<太湖工人疗养院雪景)、<山色翠浮空>等。他
在绘画理论上主张“中西融合”，提出“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

西方艺术的蕴奥”；倡导“表现”说，认为艺术表现自我，表现作者生

命、人格和个性，求“精神之自由的开展”o同时强调主客观统一。

认为“艺术家表现时代必须扎根生活”，“一切技法源于客观现实”；

重视创新，认为“手法新、意境新、情调美”，要在创新中得到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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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著述分别集为<海粟黄山谈艺录>、<齐鲁谈艺录>、<海粟画语>、

<海粟诗词选>、<刘海粟大师论艺类辑>、<刘海粟艺术文选>等，出
版画集有数十种。

高觉敷(1896--1993) 浙江温州人。民国5年(1916)考入北

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部。民国7年被选送至香港大学学习。民国

12年毕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在上海真如暨南学校师范科教

授心理学和生物学。民国15年受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任哲学教

育部主任编辑等职。嗣后任商务印书馆中小学教科书委员会副主

任，并兼任尚公小学校长。民国21年起历任四川大学、广东襄勤

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教授兼教育系

主任、教务长、金陵大学教授兼教育系主任等职。1952年院系调

整后，任南京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教务长、副院长，江苏省人民委

员会委员，全国政协二届委员，江苏省第四、五、六届政协副主席，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参议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江苏省委

主委、名誉主委。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心理学会名誉理

事长，江苏省社会心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

学科评议组成员，心理学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普通心理学

博士生导师等。他毕生于中国心理学研究。尤专于心理学史研究。

他全面分析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把中国

古代心理学思想概括为天人、人禽、形神、性习、知行和理欲六对范

畴；全面评价了费洛依德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对勒温的拓扑心理

作了系统的研究；对皮亚杰、麦孤独、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作

心大量研究。其著述甚丰，成绩卓著。他不仅在<东方杂志>、<教

育杂志>、<心理科学通讯>、<心理学报>等刊物发表文章160余篇，

还出版<群众心理学>、<现代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专著，主编

<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中国心理学史>、<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

<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等教材，翻译<实验心理学史>、<社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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