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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序言
^

’

：
．-

需京市蠢方志嘉纂委赛丢主茬王荣炳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土；R炯

《南京市志丛书》从现在起陆续出版问世了．这一套由如余 、

， 部专志组成、2D00多万字的市志丛书，是南京市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是全市各行各业千百人辛勤劳动、

通力合作的产物．我们应该向全市修志人员，向关心和支持修志 一

工作的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各界人士。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诚、，

挚的感谢!。 ．。

地方志是国情资料书籍，是国情、区情、市情的栽体．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
。

的千秋大业，．编纂好南京地方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史学．
}界有一句话。说是。盛世修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我

． 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还是南京的城市乡村，都在改革开放方针的

指引下百业俱兴，经济建设硕果累累，社会发展变化显著，我彳仃

躬逢其盛，在修志工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突破．《南京简志》，

《南京年鉴》和《南京史志》(双月刊)相继面世，受到社会各界‘

的好评．如今，这一部堪称南京之最的《市志丛书》也开始陆续

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有了这部丛书，可以使人民进 ．

．-
． 一步了解南京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的历史足迹，可以激发人民热

爱祖国、热爱南京。建设祖国、·建设南京的巨大热情。可以。鉴·

、兴废．考得失。，从中总结经验，研究规律．我相信，这部丛书
． ’ ’

● ●



出版发行后·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积以时日，丛书必将发

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

’
·

南京编修市志，在总体部署上有自已的特殊之处．从舳年 ，、’

代中期到本世纪末J5年间，南京市志编纂采取。三部曲”的战略

格局：第一步，先编了一部《南京简志》，130万字，已于1986 ·

年底出版；第二步，编纂这一套《南京市志丛书》，分门另q类编
。

如部左右专志，各自相对独立．全套丛书出齐前后需要5年左

右时间；第三步，再编一部三、四百万字的，具有较高科学性和． ． i

综合性的市志——．《南京通志》．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的是第二步。‘

就是编纂出版《南京市志丛书》．我们之所以要编这样一套市志

丛书，主要是从南京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了以下一些因素．
‘

一是量力而行．社会的发展过程是错综复杂的，为南京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修志。纵贯千年，横涉百科r上栽天文，下记地

理，中括人事，还有诸多问题尚待研究探讨．要在短时间内编出

一部高水平的城市志，绝非易事．因此，我们在《南京简志》编．

成后，着手编一套市志丛书，放手由各行各业，方方面面把与已

有关的史料理出头绪。编纂出内容较为详备的专志．在这个基础

上再编《南京通志》就比较顺理成章、切实可行． 一

二是力求采用新的方法修志．现代科学发展了，社会生活并 ’

常丰富，分工也很细密，单纯用概括的手法已不能全面反映我们

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历史状况、主要经验教训，以及许许多多

生动具体的内容．编修地方志这一浩繁艰巨的工程，需要采取

。众手成志’的工作方法．南京是人文荟萃之地，各行各业都有热，7

心修志的领导者．都有熟悉本行业务的专家，学者和撰写史志的
。

{

能人．把这些人发动起来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收集、研究

和认识史料，分门男q类地把我们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主要历
!

史事件的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翔实具体地记载下来?把浩如烟 ；

海的资料梳成辫子．加以汇集，组成一整套市志丛书，这是一项



很有意义的工作．

三是保证志书质量的需要．志书是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

资料汇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动各行各业发掘历史资料，提 。

炼素材，提高成书质量．有些专志编成后，在实践检验过程中还

可能发现一些缺漏、偏颇和差错，我们在编《南京通志》时就可

逐一加以纠正或补充，从而有利于通志质量的提高．

四是为了锻炼一支修志队伍．通过9D部专志同时分头编写+

的方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提高修志队伍的素质，发现人

才，积累经验。让大家轻丰熟路，在下一步工作中编出一部科学

性较强、内容更集中、结构更严密的《南京通志》来．

尽管我们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吸取前人

的经验教训，刻意求实，大胆探索，但由于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

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编纂《南京市志丛书》是南京修志史上最宏 。

大的一项文化建设．。三部曲。的做法也无现成的模式可套．咕。今

许多问题还来不及深入探讨，加上我们水平、功力所限，疏漏之

处恐仍难免．我们将尽力改进工作，充实校正史料，修好南京市

志，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
．

1991年l’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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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意矗慧磊霎鑫茬史炳清《邮政志》编委会主任 戈粥j‘再

我1953年进局。在邮政战线上已工作了4D个春秋，对邮政

通信事业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早就盼望有一本反映南京邮政通

信变化情况的资料性著述．特别当我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倍感邮

政史料的价值．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南京

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喜人景象．南京邮政局抓住这一千栽难逢的

大好机遇，于1984年开始抽调人员，组建班子．搜集资料，编

写资料选编，在此基础上进行南京邮政志的撰写工作．经过修志

人员的辛勤劳动和全局干部职工的鼎力相助，南京邮政史上第一‘

部专业志书现与大家见面了，多年的夙愿终于得偿，可喜可贺!。，

《南京邮政志》定稿付梓之时，我便先睹为快．志书较全面

地系统地记述了南京邮政的创办和发展的全过程．南京是中国六

大古都之一，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十朝建都金陵，给南京留下

了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追溯邮政通信历史，从古邮驿算起，距

今已有2700余年的历史．从晚清仅有十几个人的小支局，发展

到今天有4000多名职工。各项服务功能齐全的全国十大邮政通

信中心局之一．为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

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7

该书资料翔实，迷．志，图、表、录、记等融为一体．全志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求实存真的态度和详今



、局所设置、业

变动等方面的情

揭示了南京邮政

巨大成就．

了一份可贵的精

神财富，它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可以为各级领导干

部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自觉避免工作上

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做到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提高决策的科学

性．我相信：《南京邮政志》的出版发行，必将为加快南京邮政

7事业的发展步伐，适应建设国际化犬都市的需要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 ，

。

199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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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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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说明

一、本志专门记述南京邮政的历史与现状．史实辑录的时间

断限，。。上限尽量追溯到邮政行业的源头，下限断至1990年．。专

记”国共·海峡两岸通邮’和。国际汇兑’部分，断至1992年．根

据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南京解放以后邮政通信的发展变

化． ’

．

二、本志由概述、邮政专业、人物、专记、大事记、附录等

16个部分组成．概述为全书开卷之篇，概括记述了南京邮政通

信的发展情况和全局的概貌，统摄全志．1、2章分别记述邮政

机构的历史演变和局所网点的设置变化．3至7章按照邮政通信

收寄、封发，运输、投递四大环节记述，以揭示其相互间的内在

联系及发展规律．8至1l章记述邮局职工的录用及构成；邮政

通信管理制度的形成；邮电设备的更新和基本建设的变化情况．

人物以简介和列表的形式，记述对南京邮政有影响和有贡献的市

以上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只记事迹，不作评述．大事记以时

为经，以事为纬，记述邮政通信中的大事、要事，新事，纵贯古

今．以。专记’记述特定条件下的国共、海峡两岸通邮。只记事

实，不作评论．附录记与本行业有关的重要文件规章制度和管理

办法．’
’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设章节目三个层次。个别列至子目．

以文为主，图表随文，以求简洁．”
‘

．‘’

‘

四、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种文献、档案、报刊．引用文献、书

刊的重要资料，采用页下注释． ，

五、建国前的各类统计数字均引自档案材料，建国后的各类

统计数字，以南京邮政局计财处的统计资料为依据．’所用统计数

弋乙

一



中，只列郊区支局和五县邮电局的
辖的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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