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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丰绝的爱国主义

者和民族英雄， 20世纪第一位伟人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华崛起、民族性立、社会平等、国民

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为反帝、反封建和反专制而长期奔走革命

的一生。 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叶，孙中山领导下的伟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 ，一举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罪恶统治，在亚洲建

立起近代史上第一个共和制的新兴民主政权一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式的 、 划时代的事件「 虽然孙中山本人担任临时

大总统仅三个月之短，但是由他提出的推进中国社会民主进程和国家

实行现代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与思想体系，特别是他主持颁布的民主

共和制性质的 《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无疑开启了中国乃至亚洲国家 序

民主制度之先河。 就是在今天 孙中山关于现代化国家建设和民主政

治的学说，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科学性、前瞻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有着诸多相通之处，不失具有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

的现实指导意义

南京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诞生地，也是孙中山先生宣誓就任中

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革命圣地n 他在逝世前，曾留言希望南京钟山能

够成为自己百年之后的长眠之地 1925年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在

北京病逝，根据他本人遗愿和其家属要求，在南京钟山建陵，安奉这

位世纪伟人。 由此足见孙中山先生与南京的深厚因缘

围绕建陵，这里留下了多方面的、丰厚的历史资料，见证了孙中

山先生在国际、国内和全球华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ω 80年来，南京中

山陵一直就是海内外华夏儿女景仰的圣地，每年有上百万怀着崇敬之

心的人们来此瞻仰纪念w 因此，中山陵已经成为凝结全球华人情感的

文化纽带，孙中山先生思想也是海峡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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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陵

中山陵不仅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爱国符号 。 作为历史文化

名城南京的一张熠熠问光的名片，不但在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

作用，同时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

伟蓝图，产生出不可估量的精神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山陵的保护工作一直受到中共南京市委 、 市政府的重

视。 特别是近十年来，国家投资近50亿元对陵园区域内的环境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工程

建设，遂使中山陵及其整个钟山风景区发生了自钟山建陵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先

后获得一系列国家荣誉称号，特别是2007年被评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殊荣，大

大提高了中山陵在国际上的影响。

南京中山陵是孙中山先生的长眠之地。 为了进一步弘扬伟大的中山精神，南京市中山

陵园管理局及其南京钟山文化研究会对中山陵和钟山风景区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深

入细致地挖掘研究和广泛宣传。 同时，多次同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南京市社会科学联

合会、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 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及国际著名的哈佛大学、剑桥

大学 、 牛津大学 、 东京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等联合组办 、 合办了纪念孙中山(合中国同

盟会成立10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相关大型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重

要科研成果，特别是2000年 《钟山志》 一书的出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坪。

2010年，南京钟山文化研究会又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经过两年多不懈地艰辛努力，最

终编撰成 《 中山陵志 》 一书，这是孙中山和中山陵研究领域的又一可喜硕果。 传承中山

思想，弘扬中山精神，是南京人民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南京人民的骄傲。 南京市中山

陵园管理局和南京钟山文化研究会在这个研究领域起了很好的率先作用 。 值 《 中山陵

志

志 》 付梓之际，作为南京市的一位市民，我除了对本书的即将面世表示祝贺外，更期盼

有众多弘扬伟人孙中山的学术成果展现。

7 Wù~防
南京钟山文化研究会会长



凡例

一、 《 中山陵志 》 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南京中山陵历史与现状

的专志，时间上眼可追溯至建陵前的历史背景(如某农场等) ，下限

至成稿出版时

二、本志决由概述 、 孙中山 、钟山建陵、陵墓建筑及纪念物 、 文

体建筑及其他设施、民国墓葬、孙中山纪念馆、管理机构及保护建

设、人物、渴陵活动、旅游服务、陵园经济、环境整治、大事记、附

录组成.前后分别有序言与后记

三、本志一般采用章节体，陵墓建筑及纪念物、文体建筑及其他，

设施、民国墓葬、人物则以一事一条或一人一条为一节;大事记以编

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四、本志统一记述，横排纵写，即按时间 )11页序记述。 秉笔直书，

直陈其事;叙而不论，寓观点于史实之中;概述一类，可夫叙夹议

五、本志以志书为主，辅以记、述、传、录、图表、照片诸体

因个别历史时期资料匮乏 ， 为了勾勒清事物发展的面貌与原由，在志

体的框架内适当地加以分析或论述

六 、 在历史纪年(如民国纪年)后面加括弧，注公元纪年; 1949 

年 10月 1 日以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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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撰写采用正体字和简体字，但涉及人名 、 地名的异体字，均保留 3

八、附录仅收录历代有关中山陵的文件(决议、报告) 、 傅焕光 《 总理陵园小志 》

和有关中山陵研究的公开出版书籍目录。

九 、 记述内容以确定中山陵陵园范围为准，需要延伸至周边的相关内容则作略记。

中
山
陵

才士
I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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