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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

下关区

地方文

益的历

史和现实的信息资料。
’

下关区是南京市的主城区之一，濒江依城，素有“金陵北大

门”之称。区境内山、水、城、林融为一体，构成了下关地区独特的

滨江风貌。下关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凸

显出鲜明的特色和重要的作用。下关水陆交通历史悠久。早在东

晋时期，已是江南地区的漕运、贡运、军运中心。明代，郑和七下西

洋，首次、尾次都是从下关起航。清代，沪宁、津浦铁路开通，下关

成为水陆交通的咽喉要道。今天，区境内水路、铁路、公路联线成

网，凸显出下关连接华东、通达全国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区境域

濒临长江，外秦淮河、外金川河纵横其间，历来是南京城区防汛抗

洪的重点地区和前沿屏障。下关为南京江防重地，历史上战事频

繁。下关素有“商埠"之称，历史上曾几度繁荣；如今，商品市场独

具特色，在南京占有重要地位，堪称古今商贸物流之名埠。

下关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1842年，中国近

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在下



关议约、签订。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在下关登

岸，从挹江门人城，占领中华民国总统府，解放了南京，宣告了旧政

权的灭亡、旧时代的结束。

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共下关区委、区人民政府领导下，全区政

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全

区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地区面貌明显改观，各项社会事业有了

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如今的下关是南京建设

“融古都风貌与现代文明于一体的江滨城市"窗口性区域，到处呈

现出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o

《下关区志》的出版，正值下关区抢抓沿江开发和南京市新一

轮老城改造及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调整思路，明确目标，倾全力

加快发展之际，无疑会为我们认识下关、振兴下关起到积极的作

用。“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不了解过去，就

不能把握现在；不把握现在，就无法开创未来。我们要以志为鉴，

充分发挥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继往开来，为创造更加

辉煌、更加美好的未来开拓前进。

惭⋯一犏兰毛亏1
二o o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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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下关区志》经过六年的精心编纂，数易其稿，现已出版问世。

它是我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区域性综合志书，浩瀚而宝贵的历史

资料既是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我们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

编纂新方志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

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重要举措，因此，《下关区志》应成为可信、可用、可读、有独

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区情书。区委、区政府从编志工作一开始，

就提出《下关区志》要编纂成为观点正确、资料准确、体例合理、体

现地方特色、有学术品味的志书。为此，区地方志办公室和编纂人

员作出了不懈地努力。他们在学习前人方志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

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实事求是和详

今明古的原则，开拓创新，志书较好地体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统一。

《下关区志》纵贯千年，横涉百科。在纵向脉络上，贯通古今，

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下关地区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的历史和现

状。在横向内容上，基本做到了门类齐全、重点突出，详录区属各

行各业的历史发展情况，对区境内驻区单位也根据不同情况作了



或详或略的记载。在篇目设置上，突出了重点和个性，把区境内发

生在近现代历史时期中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大事特列专记于志

首，将凸显地区特色的交通、防汛抗洪、商品市场等事业独立设编，

既突出地方特色，又显示出时代特征。

《下关区志》编纂过程中，全体编修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其锲而不舍的治史风格、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可圈可点，可钦可

敬。

此次编纂《下关区志》，始终得到了全区各单位和各行各业的

有关人士、专家、学者的关心与支持，得到了驻区有关单位的大力

配合，尤其得到了省、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指导匡

正。可以说，这本区志是群策群力的结果，是各方智慧的结晶。值

此区志出版之际，我谨代表下关区人民政府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参

加《下关区志》编纂工作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缺乏修志经验，水平有限，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读者指正。

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政府区长
埔

．他
一，

二o o五年五月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

事求是，力求全面、准确、科学地记载区境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注重反映时代特征及地方特

色，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记载的境域为1999年南京市下关区行政区划。记述史实以区管为主，驻区单位酌情

入志。

三、本志贯通古今，详今明古。上限力求追溯至事之发端，下限止于1999年底。综述、大事记、

近现代大事专记、附录、图照延至2004年。

四、本志以下关区区域定位、主要特点和当前社会分工为依据，以事分类，为突出反映下关特

色，对有关事物作了升格处理。全志除综述、大事记、近现代大事专记、附录外，分设专志26编。编

下一般设章、节、目三个层次，个别设子目；人物编不设章、节，采用条目体记载。编下设概述、章首

设无题序，节下序视情而设。

五、本志体裁以志为主，并用述、记、传、图、表、录诸体。综述和各编概述，有述有议，述议结合；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其他均用记述文体，不作评议。

六、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人人物编的人物采用人物传略、人物简录、人物表方式录入。人

物传略收录对下关地区发展有重要作用或影响的历史人物为主，并收录个别劣迹昭著者，以卒年先

后为序。人物简录录入下关籍及工作单位在境内的客籍烈士和已故区党政主要领导人。获市级以

上劳动模范、“十佳公仆”、省级以上表彰的先进工作者收录人人物表。历任区级领导人在相应编

章中列表反映。其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在志文中记述。

七、本志纪年，清代以前(含清代)用朝代年号，数字用汉字书写；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数字用

阿拉伯数字书写，并在各编(章、节、目)首用时括注公元纪年；1949年4月23日(含23日)后采用

公元纪年。正文中的“30年代”、“40年代”等均指20世纪，其他世纪，均冠数字。

八、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专用名词及特定事物均加括注。同一事物存在几种说法的，采用其中

一种说法，其他诸说加括注。各个历史时期地域、区划、政权、党派、机构、官职，均以当时名称为准。

使用古地名时，括注今名。所记人物除引文外，一般直书其名，不加职务称谓。对频繁使用的名称

首次用全称，其后可用简称，如中华民国简称为“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为“新中国”。1949

年4月23日前后可简写为“解放前”、“解放后”。文中所用“今”、“现”均指本志下限1999年。

九、本志统计数据，原则上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以主管部门、单位统计数

据为准。含驻区单位数据则加注说明。

十、本志文字、标点、图表、数字和计量单位(除引文外)，均按国家统一规定要求书写和使用。

1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人民币加括注旧人民币。

十一、本志设中文目录、英文目录及索引，以便读者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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