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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 任美锷

：编纂委员会 。

。

主 任～ 王能伟

副主任 姚文烈王庭槐狄树之

委 员 王能伟．姚文烈王庭槐

·
’9

狄树之蒋永才李悦民

石尚群王绪仁

主 编

副．主编

编撰人员
(以章先后为序)

，，绘图摄影人员

王庭槐

李悦民石尚群王绪仁

王庭槐石尚群李剑波

王绪仁邱群李悦民

李伟沈宁泽杨志平

王世谦 ．

#嘲{

t≠．

-#ta；“

．_夔严赫罄2一‰劳￡，。碜壤～露纩k唪孽、督}秘∞_謇“劳钟



’。．《南京市志丛书》序言：．，一

。^．’， 喜京市蠢方志嘉纂委妻会主茬‘王荣炳‘；．
-

～

．，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卅“” ；．

。；

‘～ ’ i
一，·_

、

．’

i一

一 《南京市志丛书》从现在起陆续出版问世了．这一套由9D余

部专志组成、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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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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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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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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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好南京地方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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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济建设硕果累累，社会发展变化显著，我们

躬逢其盛，在修志工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突破，《南京简志》、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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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部堪称南京之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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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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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后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积以时日。丛书必将发

挥越来越犬的作用．

南京编修市志，在总体部署上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从即年

代中期到本世纪末"年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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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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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综合性的市志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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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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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部高水平的城市志，决非易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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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二是力求采用新的方法修志．现代科学发展了。社会生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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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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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门另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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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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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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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加以纠正或补无从而有利于通志质量的提高． 一

。 四是为了锻炼一支修志队伍．通过9D部专志同时分头编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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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家轻车熟路，在下一步工作中编出一部科学性较

强、内客更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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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编纂社套主义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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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失的一项文化建设，。三部曲’的做法也无现成的模式可套，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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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九九一年一月
。

p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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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千能伟
《自然地理志》编委会主任 ●H●¨。，

，
●

● ‘
一

南京．右环大江．左枕崇岗，虎踞龙蟠．形势险阻．它坦荡 ．

中带深邃，乎易中见奇特．其位置，之优越．环境之雄美．是世界

各国大都市中所少见的．自然地理知识，是人们认识、研究、建

设。开虎r地的基础知识．《南京自煞地理志》又是编写其它专

志的基础资料．由王庭撬任主编，李悦民、．石尚群、王绪仁为副。

主编的《南京自然地理志》-出版问世．是人们早己翘首以待的．

，．《南京自然地理志》．是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写的

《南京市志丛书》90部专志中重要的一部，是南京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个重舞成果，是功垂后世的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

南京是我国地学中心之一．资料比较丰富，但过去未曾出版

过系统而完整的当地自然地理志．．现在出版的这部专志汇集了我

国地学工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传统的方志体例与科

学内容的结合．它九类比较齐全，设置了位置、行政区刈、地质

与矿藏、地貌、气候．地表水及地下水、土壤．植被，动物、自

然灾害录等章节。且作了些创新的尝试．如对南京位置的记述。。一

突破了传统的篇目设置。既有经纬度位置(即数理位置、绝对位

置)、海陆位置。又有经济位置，指出南京是祖国东方重要的交

通枢纽之一，南京港是我国内河第一犬港，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

下游经济区是长江流域四大经济区之一。南京是此经济区的中心



城市．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贯通古今的南京自然地理的系统

资料． ， ，

．

’

”

这部专志按现代自然地理学的理论、原则与观点组织资料。

既有定性分析资料，又有定量分析资料．编者除比较充分地查

阅，利用了大量现有资特外，还深入山J11野外实地考察，取得了

大量第一手资料。所以这部专志资料是翔实可信的． ．

这部专志除传统的内容外，还增加了一些与人民生活密切相

关的重要内容。如。气候”章增加了气候资源一节，并着重记述了

地温、农业界限温度等；，植被’章增加了农业植被和栽培植物，

并对它们作了较详细的记述；。动物’章内详细列举了南京已经驯

养的各种野生动物。并记述它在食用．观赏、制药、制毛皮等方

面的价值；最后，还附有详细的南京历代。自然灾害录。。这对南

京人民防灾、减灾均有重要参考价值．正如民国《首都志》所
． 说：。山拔而起。风兴云蒸!，。雨赐寒暑，澡湿由天，过而防之。

一 职竞由人。，其资治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

因这部专志是按照地理学体系编写自然地理志的首次尝试．

疏漏处恐仍难免．尚望各界人士指正．待编写《南京通志》自然
一 ‘地理篇时进一步充实完善．

7

／
’。

一一九九二年三月‘’
t。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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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京市志丛书》凡例

j一，《南京市志丛书》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塑

导． 一
．

‘

二、《南京市志丛书》是一套全面、系统地记栽全市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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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现代学料分类

情况。平行设置若干相对独立的专业志．采用章节体，一般谩

章、节、胃三个层次，个另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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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威书时间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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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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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p

7．．
’

J、本志专门记述南京自然地理情况，其经济地理的内客由

有关专志记述． ·

‘

‘。． 2、本志采用章，节、目体，共设八章．内容包括位置与行t
。

’

‘政区划：地质与矿藏、地貌、气候、地表水及地下水、土壤、植

，4。被、动物．还随文插列图表。以求文约事明． ，

：一 ，，本志除设统摄全书的。概述。外，还专列。自然灾害录’，一
。i 采用编年体，按时间顺序简要记述本市古今所发生的主要自然灾

‘

，

。V4 。害． ： 。 ， ，。

。

．

． l。本惠所记述的植物、动物名称．首次出现时，加括号注，～
一 明拉丁文名称． ”·

’：
。

’。
。

、．
。一 ：

一 j、本志记事范围，以现行市区区城为主，兼记辖县情况．．．
，， ，‘ 6．本志资料．大部分采自历史文献．档案材料．为节省篇

。 幅．一般不注明出处．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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