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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前言

喜京磊方妻编是主薏王宏民
南 尿 币- 币 长 下小审

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 一编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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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历朝历代均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因此，编纂一

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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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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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为会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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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这项卫作的同志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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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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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忠林

在<南京检察志>一书即将问世之际，我受本志编委会之托，为

本志作序。
‘

、 ．

，．

‘

．， <南京检察志>是综合反映南京市各项检察工作历史与现状．

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的文献。检察制度的产生与发

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南京有现代意义的检察制度在清末宣统

二年(1910)建立，从此，打破了本地历史上司法行政不分，审检不

分的传统。民国仿欧美，实行“审检合署”，检察官配置于法院内。

新中国诞生，创建了性质根本不同于旧中国检察制度的人民检察

制度。南京市于1950年建立人民检察署后，为巩固人民政权，保

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1978年人民检察机关重建后，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检察队伍和检察工

作发展较快，广大检察干警努力开拓检察工作新局面，为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为南京社会治安稳定好转，保障改

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新的贡献。

为了给后人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编者在编纂过程中。以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虚美、不掩过，用可靠

的事实资料，略古详今的手法。如实地记载了近代南京在不同社会

制度下的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的兴衰。着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人民检察工作起伏、曲折的发展历程．充分反映了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京市检察工作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业绩。全

书纵述概况、大事，横陈各项检察职能活动，以法律监督为主线，较



鲜明地体现了行业特点、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特别是志书忠实

记述建国后成功与挫折的历程和事实，把人民检察工作的经验和

教训寓于事实之中，这对后人，对各级领导决策、规划和管理，对进

一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可贵史料。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者以志为鉴。”这本志书正是为

南京检察干警和检察工作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南京检察志>从搜集资料到付梓成书，历时近4年。在修志

的全过程中。院党组十分重视，各方面积极支持，修志人员不畏艰

辛，各方调查，倾注心血，从浩瀚的文献、档案中查找了近千万字的

资料，六易其稿，写出40多万字志稿，这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

这本南京有史以来第一部检察专志的出版，是南京检察系统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无疑将为南京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南京

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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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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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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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立传弋为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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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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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述

南京建立检察机关始于近代。古代南京，封建王朝的御史制

度和机构，是集行政监察、检察、审判职能于一身的监督机构，与近

代的检察制度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南京自三国东吴、东晋、南

朝宋、齐、梁、陈、南唐相继定都。在此设置御史台，为皇帝直接掌握

的独立监督机构，具有“震肃百僚”的地位，有权对中央到地方的各

级官吏和司法机构进行监督，凡“诏狱及廷尉不当者皆治之”，甚至

“风闻言事”就可对各级官吏进行弹奏。地方也是由御史巡行监

督。明朝建都应天府(今南京)。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它除握有一定

司法权外，并且代表皇帝行使对重大案件的复审权，刑部对案件的

审判和大理寺的复核，都须接受都察院的监督。在中央国家机关

还设置给事中组织，直接受皇帝控制，对“六部”官吏和机关活动进

行监督。对地方官吏的监督，主要由监察御史执行，“按临所至，必

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太平天国建都天京

(今南京)，在当时极度紧张的战争环境中，由各级长官兼理司法，

天王为最高裁判者。地方由总制和监军兼理“狱讼”。

近代南京检察机关的设立。是伴随清末统治者接受资产阶级

改良主义者“维新变法”的主张，仿行宪政，推行司法改良应运而生

的。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颁布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规定在

大理院下设各级审判厅．在厅内设检察局，中国历史上审判权与检

察权由此开始初步分离。宣统二年(1910)九月，清政府开始筹建

江宁(今南京)地方检察厅，并予十一月建成。自此，南京历史上首

次出现独立于行政和审判的检察机构。江宁地方检察厅对审判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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