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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前言

喜京矗方萎缩墨主差王宏民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
⋯。

盛世修志，自古而然。金陵为“十朝古都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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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乱反正，政通人和，遂有

重修南京地方志之议。自1983年始，历经一十余裁：业已

编纂出版‘南京简志》，以及正在出版由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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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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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一规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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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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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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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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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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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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建筑工程局局长乔有清

值此《南京建筑志》出版发行之际，我作为建筑战线

上的一名成员，喜悦之情，难以言表。编纂志书的任务十

分艰巨，资料浩繁，数载耕耘，终获硕果。这是我们建筑界

全体同仁值得庆贺的一大盛事。我们要向关心和支持编

志工作的各级领导、建筑专家和学者以及参予编志的全

体人员，致以真诚的敬意和谢意；

《南京建筑志》是依照现代社会分工，参照现代科学

分类，相对独立地、全面地记载南京建筑业的形成与发

展、历史与现状的一部较为翔实的志书。它着重反映了南

京建筑业的地区特色、行业特色和时代特征；也如实地记

述了南京建筑业在前进的道路中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

训、起伏和变化的情况；特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给南京建筑

业带来的巨大变化作了翔实的记述。 ．

建筑是时代文明进步的象征，建筑是艺术、是文化，，

建筑也是城市的肌体争仪表，建筑更是人们赖以生存必

需的物质产品。南京是十朝都会、历史名城。自古以来，建

筑业就特别发达，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古代建筑、近代建筑

和各类现代建筑，都各自代表着建筑业的技术与艺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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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所达到的高度，也标志着建筑业发展的历史轨迹，证明

建筑业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南京建筑职工以自己的才华和智慧、辛劳和汗水，为

南京城市建设、经济繁荣谱写出光辉篇章，这些业绩已被

志书收入史册，无疑，它将会激励全市20多万建筑职工

的革命热情和敬业精神。现在，建筑业正处于日益繁荣的

黄金时期，我们深信，随着志书的问世，将会产生出积极

的社会影响。愿我们全体同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强

行业管理，培育发展建筑市场，为把南京建筑业尽快形成

支柱产业，更好地为南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应

有的贡献。

1995年lO月



一、‘南京市志丛书》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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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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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若于相对独立的专志，分卷出版。采用章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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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志是记述南京地区以从事建筑施工行业为

史实辑录时间上自行业发端，下限至1990年，个别工

大事记则断至1992年。根据本行业发展的具体情况

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予以记述。

二、本志由概述、志文，人物、大事记、附录组成。

京建筑行业的发展全貌，统揽全书；志文，按事归类，

文为主，随文插图列表和照片；人物，收录解放前少数营造厂厂主

和解放后副局长以上领导干部及省、市以上劳动模范；大事记，采

用编年记事；附录，以本行业近期重要法规为主。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南京市档案馆、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东南大学和有关大专院校图书馆、在宁各施工单位，并实地

勘测现场、走访老前辈、召开各种座谈会等，进行调查核实，谨慎采
■

用。

四、本志记事范围为中央、省、市、区属、五县四郊在宁施工企

业承建的部分工程，以及包括外地施工企业在宁施工的部分施工

工程，和本市部分施工企业至外地或国外承建的部分工程。

五、本志文及图表中的数据、计量单位均按国家颁发计量规定

及志书有关规定书写记载，为尊重史实，少数按旧制记载，货币按

当时流通币值记载。 ．

六、为志文简明扼要，所记录的单位名称因变化较多，均按实

事的当时名称记述，必要时注明现名称；记事中首次用全称，以下

用简称。

七、建筑勘察设计未能收入本志，因勘察设计不属建工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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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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