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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前言

喜京矗方宴编是主捶王宏昂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山，厶p

盛世修志．自古而然。金陵为“十朝古都”，人文荟革，历史文

化积淀丰厚，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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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2010丰远景目标纲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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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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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素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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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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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后来者续出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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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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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有方志。其来久远，并历代均有修撰补续，种类繁多，然于

政党则曾无完备的记述。盖以有完备而可称政党组织的出现，实

为近现代历史发展和政治斗争的产物。

政党是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及其政治理想的集中代表。中国

近代的政党活动，从鸦片战争以后始肇其绪，至中国同盟会成立，

乃有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也是中国近现代的第一个政党。其后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有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成为领导中国民

主革命走向胜利并引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核心政治力量。这其

中的各个不同时期．亦均有其他党派的成立和出现。经过历史的

考验，最后有8个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共同为建设现代化

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

南京是十代都会，历史名城，也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东南重镇。

因而，各党派在南京建立组织、开展活动都比较早。不但有各党派

在南京的地方组织，而且有些党派中央和省的机构也曾设在南京，

又曾一度成为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中心。这就使南京地方的

政党活动。总是同全局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联，影响较大。各党派南

京地方组织的合作、斗争和消长，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过

程，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呈现出极其纷纭复杂的局面。因此，

南京地方的政党活动，实际上可视作为中国近现代政党活动的一

个缩影，并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在各个不同时

期的曲折进程和变迁，有着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部志书的完成，不但保存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南京地方政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活动大量珍贵、可靠的资料，而且在可供利用上也有着重要的意

义。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近现代政党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以及在

不同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变化和规律；认识中国在完成民主革命

以后必须及时地转变到社会主义，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走

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懂得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核心

领导力量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对取得中

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重要性，各民主党派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

能得到自身的发展，等等，都可以从一管以窥全豹。得到有益的启

示和“资治”借鉴的作用。
’

江泽民在1993年7月全国省区市党委政研室主任会议上指

出，要“努力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党的历史”。

这本志书的问世，相信对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党的历史．

将会是一份很好的辅导材料；对南京在新形势下加快改革和发展．

加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南京地方组织的建设。也将会是大有裨

苴的。

顾浩

1994年8月14日

顾浩原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现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



凡 例

一、<南京市志丛书>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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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说明

1．本志是记述南京政党情况的专志，以市级党派组织为主，

兼及区县，并各党派中央、省级组织在宁简况。从1906年起，至

1989年末止。

2．本志共11章，除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8个民主党派

各列1章外，其他政党共列1章。

3．本志设“概述”，以统摄全书；设“大事记”，以备查考；设“人

物”，记述南京各党派已故负责人和少数创始人及革命烈士的简

历，排列以逝世先后为序。 ．

4．本志采用章、节、目体，部分内容较多的章节在目以下设子

目o『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

5．本志党派简称：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国国民党——国

民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

主党——农工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中国致公党——致

公党。

6．本志各党派机构设置和干部任职迄止时间，在“文化大革

命”开始后均用“——t，符号表示；超过本志下限1989年底均在连

接线后空两个字，用“～ ”符号表示。

7．本志资料大都采自档案和历史文献，一般不注明出处。各

类统计数字，除写(注)明时间者外，均为当年年底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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