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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前言

喜京市主方志蠢纂委言会主差 王宏民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

盛世修志，自古而然。金陵为“十朝古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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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政通人和，遂有

重修南京地方志之议。自1983年始，历经一十余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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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蟹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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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五年十月



序 言

淼篡戮量呈差李耐《南京渔业志》编辑委员会主任
⋯’

南京市是一个内陆城市，丘陵岗地居多，所辖区县水

面与水生动植物资源较丰富，水面类型齐全，江、河、湖、

库、塘皆有。自古以来，先民在这里利用水产资源，繁衍生

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南京的渔业生产十分落

后，生产力低下，以捕捞为主。新中国的建立，使南京的渔

业随着时代的进步，获得了发展，逐步由捕捞为主转为人

工养殖为主，通过x--,l星措施、技术措施、良种措施、政策措⋯。

施，使渔业不断向深度和广度进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品种不断增加，商品日益增多，经济效益稳步上升，为城

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盛世修志。这部专志，是根据市政府的安排而编写

的，为南京市志丛书的一个部分，是南京历史上第一部渔

业专志。她的出版，为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和制定今后农

村发展战略，提供有益的参考，也为各方人士全面了解南

京提供翔实资料。

这部专志略古详今，横排纵述，文简事明，融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可以为渔业工作者和广大读者了



解南京渔业的源流和发展脉络提供帮助，还可以为从事

渔业工作的各级领导提供决策依据，并为后世续修专志

保存系统的资料，发挥“资政、教化、存史’’之功能。

这部专志，是全体编纂人员历时十余载，反复修改的

辛勤结晶，．也凝聚了局历届地方志编委会成员的心血，特

别是王培林、姚旭、高学俊、周敬钢、冯剑雄等历届编委会

领导为此做出的贡献。在此专志出版之际，一并表示感

谢!

谨献此言，权且为序。

一九九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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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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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记述了南京市渔业的历史和现状，是《南京

市志丛书》的一个分册，为南京市首部渔业专志。

二、本志记述的时间，上起母系氏族社会，下迄1990

年(少数条目至90年代末)o ．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为南京市所辖10区(鼓楼、玄

武、白下、建邺、秦淮、下关、雨花台、栖霞、浦口、大厂)、5

县(江宁、江浦、六合、溧水、高淳)行政辖区。

四、本志采用章节体，除设统领全书的“概述’’外，共

分9章31节73目和人物、大事记、附录。以文为主，随文

插表、图。

五、本志采用的数据，以南京市统计局和市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及相关专业机构当时的统计资料为准，少数特

殊数据经反复比较核实而决定取舍。解放前的数据以当

时资料为准。

六、本志所用计量单位大部分改为标准单位，少部分

保留当时单位，并加注说明。金额均为当时币制单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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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1

概 述

南京市境内有各类水面100多万亩，江、湖、河中的渔业生物

资源亦较为丰富，渔业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前，南京渔业生产以

捕捞天然水生资源为主，发展十分缓慢．1949年底统计，全市水产

品产量只有4614吨，其中捕捞产量占64％．新中国成立后，党和

政府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整修江河，兴建水库，开

挖鱼池，改善了农业、渔业生产条件，并兴建了一大批专业养殖场，

使古老的渔业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

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建立和科学养鱼知识

的普及与新科技的推广应用，南京渔业在稳定捕捞的基础上进入

持续快速发展时期，为保供增收做出了贡献。1990年水产品产量

达到46947吨，其中养殖产量占91．7％。

一、古代渔业。五六千年前，南京地区气候温暖潮湿，境内丘陵

起伏，湖沼广布、江河纵横，森林繁茂。在湖荡、江河、沼泽中浮游着

大量的鱼类、河蚌、螺蛳、龟、鳖等水族。母系氏族公社的成员以渔

猎作为谋生的重要手段．大厂镇庙山遗址中发现系在鱼网上的陶

坠子。在雨花台区西善桥太岗寺遗址发现大量的中华园田螺壳堆

积，往往一层达数百个之多，厚0．2—0．5米不等，即是有力佐证。

商周时期南京捕捞渔业已有前进。在玄武区锁金村(南临钟山，西、

西南临玄武湖)遗址中发现有当时的鱼骨遗存以及铜鱼钩j陶网坠

等捕鱼工具。“铜鱼钩形似现代鱼钩，略大，用于钓鱼”．渔业的发

展，促进了渔船的出现。文献记载，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楚人

伍子胥奔吴在江浦乌江附近由渔父驾舟过长江。六合程桥东周3



2 概述

号墓曾出土模型舟一件。1975年5月在溧水柘塘镇蔡家山发现距

今约2000年的东汉墓一座，在墓壁上发现一种印有“四人过桥”图

画墓砖；桥底有一人在罩鱼，其左右有两条游动着的鱼(以上据中

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南京经济史(上)》彭安玉文，《南京史志》1990

年一、二期合刊，吴大林文)。唐代长江捕获的鲟鱼成为皇家贡品，

捕鲟曾是长江渔民的一项专门作业。玄武湖渔业已成为贫民谋生

的门路。北宋初年，该湖因“天旱水枯”，“失去了放养鱼虾⋯⋯的作

用”，“原先依靠捕鱼捉虾，纺织蒲席苇席等为生的贫民失去生计”。

天禧元年(1017)，在朝廷认可后，畀州知州丁谓派军队退耕还湖。

宣和七年(1125)秋，江宁知府卢襄向朝廷请停围垦石臼湖、固城

湖、丹阳湖，以保蓄水灌溉与利渔，被宋徽宗采纨到南宋时，南京
城内秦淮河沿岸已有称为牛马市、蚬市等十处市场，城中还有称为

鸡行、鱼市的街道。可见当时水产品交易已较为活跃(详见《南京经

济史(上)》陈振文)。元代初期，统治者接受“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

本，衣食以农桑为本”的观念，全面而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重

农”或“劝农”措施。“近水之家，许凿池养鱼和家禽，栽植莲藕、菱角

等”，“以助衣食”(参《南京经济史(上)》高荣盛文)。明初，南京造渔

船和水产品交易都较出名。龙江船厂是明初全国几大船厂之一，承

造宝船、海船、渔船、湖船。在南京13处大市集中，新桥市是“鱼菜

所聚”，北门桥市则“多卖鸡鹅鱼菜等物”，政府在集市收税。正德年

问，江宁县有铺行104种，其中副食品有海味、干鱼、鲜鱼等。明代

还对官、民塘、涧科米(参《南京经济史(上)》范金民文)。南京鲥贡

成为当时繁重负担，在燕子矶设立鲥鱼厂专为此服务。明万历《溧

水县志》载：每年秋季上交“舴鱼船银三十二两八钱，解府转解鲥鱼

一r雇船三只、网三扇、渔卢各三名”：嘉靖《六合县志》载：洪武二十
四年(1391)带办“鲟鱼二千三百二十五斤”，永乐十年(1412)改为

“鲟鱼二千斤，⋯⋯鳇鱼一百五十斤”。嘉靖时，又改为“清明、霜降

前后各解渔户十六名、船十六只、网十六扇，赴府转解南京内守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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