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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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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南京需娃方要编霎鏊主茬王武龙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土甄死
’、、

；． ： j 二。

’‘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域，久有。无比的历史博物馆’之誉，历

史淀积之丰厚，胜于一般地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盛世

修志，南京又创出一个‘三部曲。的修志格局，决心把这座2400

多年古城的方方面面，。从历史刘现状详尽记述下来，摸清市情；

工程浩繁，气魄很大，也早有所闻，但未知其详．．1993年初

夏，+奉调南京主政事，从前任市长手中接过了主持继续编修市志

的任务．这时。作为南京修志。三部曲’的第二步一一由如部左右

专志组成的《南京市志丛书》，已经开始陆续成志面世，“披阅案

头新出版的几部专志和前此成书的《南京简志》，以及在市编委

会领导下相继创刊的《南京史志》双月刊和《南京年鉴》。深感

这些地方史料的科学汇编、市情的载体，确实很有-资政，存

史、教化。的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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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似。鉴兴废、考得失。，从中总结经

验，研究规律i应该说，这是南京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的硕果．
。

：

． 面对南京市修志成果，和全市各行各业辛勤劳动、通力合作

完成更为艰巨的使命的千百修志工作者，以及关心和支持修志工

作的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各界人士，我们应该致以深深的敬

意和诚挚的感谢! ．

．‘．

。

‘南京编修市志。在总体部署上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从印年

代中期到本世纪末的十几年阈。南京的市志编纂决定采取。三部j



曲”的战略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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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一套《南京市志丛书》，分门

别类编如部左右专志，各自相对独立，以资料翔实为要旨，总

字数预计超过3000万字；第三步，在分门另q类的详备史料基础

上，再提取精粹，编一部几百万字具有较高科学性的综合性市志

一《南京通志》．这三大步，始终贯穿着一个战略思想：南京这
样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现在又是一座特大的城市、一座多

功能的重要中心城市，编修地方志，纵贯千年。横涉百科，上栽

天文，下记地理。中括人事。社会发展的过程纷繁复杂．还有诸

多问题尚待一步步研究探讨，要在短时间内编出一部高水平的综

合}生市志，决非易事，只有充分发挥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积极

性和南京人文荟萃的优势，不断扩展各个领域发掘．选取资料的

广度和深度，锻炼修志队伍，努力探索前进，才能完成编修第一

代社会主义新市志的历史使命．

经过南京市张耀华、王荣炳等前后凡届市长为首的编委会研

究决定的这一总体部署，目前正在进行的，也是工作量最大的是

第二步，就是编纂《南京市志丛书》．毛泽东同志说过：应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

和研究．⋯⋯应当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

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和

研究，然后才有可能做综合的研究．我们应当遵循这个原则，并

且坚持到底，完成这一南京修志史上最宏大的系统工程。

在《南京市志丛书》编纂过程中．南京人民又提出了建设南

京都市圈、向国际化现代大都市迈进的发展目标．我们的志书应

该为实现这一新的宏伟目标服务．无疑又给我们的市志编纂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又带来了新的难度．我们应当运用。新观

点、新材料、新方法6，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刻意求实，大胆

探索．由于编纂社会主义新市志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南京的古今 I_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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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问题还在研究探讨之中。加上我们的水平、功力所限。疏

漏、失误之处恐枥难免．我们一定要在。；部曲”的后半进程中．

尽力改进工作，按照总体部署修好南京市志，完成历史赋予我们

这一代人的使命．

1994年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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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我国较早建立近代工业、产生第一代产业工人的重要

城市之一．南京工人阶级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南京工人运

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

织．《南京市志丛书·工会志》作为记载南京工人运动和工会运

动的资料书，在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各有关方面的

大力支持下，经过编志人员的辛勤工作．今天正式出版了，这是

：。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是南京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的一件喜事．

我国纂修志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旧志遗产十分丰富．宋

元以来。保存至今的志书有8000多种，它是我国文化宝库中极

其珍贵的财富．．但翻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旧方志，却没有一章一

节专记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更谈不上为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编

纂专志．今天，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按照新方志的体例要求，客观地。准确地、真实地编写出

《南京市志丛书·工会志》，无疑是为南京志书粕卜了空白．说得
更确切一点，用一本专志记栽工人阶级的光辉业绩，实际上是还

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本来面目．

《南京市志丛书·工会志》记述了1865年清朝洋务运动创办

南京近代工业一金陵机器制造局，到J992年．127年来南京工
人运动的历史资料；系统地记录了南京工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

作．它生动地反映了南京工人阶级在斗争实践中，接受中国工人



阶级先锋队一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后．逐步由

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发展、变化、成长的历史过程．这部专志的

出版，无疑会对南京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和

现实的信息资料。发挥志书。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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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昌

南京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渴望已久的《南京市志丛书·工会

志》，今天和广大职工、工会工作者、广大读者正式见面了，我

们编纂这本志书。是为了让南京市广大职工了解南京工人阶级在

艰难曲折的斗争实践中，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从而能清楚地认

识到工人阶级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才能求得自身的彻底解放．工人运动才能从胜利走向

新的胜利!

我们在编纂《南京市志丛书·工会志》书时，根据历史唯物

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考虑到编写工会志是前无古人的创

举，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历史和现状并重的原则，力争全

面；准确地记述南京工瓜阶级诞生以来的历史资料，以达到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在体例上。采取章、节、目的结构

形式，附加照片、图。表，力争做到图文并茂．

。资治、存史、教化’是新编地方志的重要功能．我们希望

《南京市志丛书·工会志》能真正成为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教材；成为工运理论研究

工作者翔实、可信的历史资料；成为工会工作者全面贯彻落实工

会的社会职能，适应改革形势发展的历史借鉴．

《南京市志丛书·工会志》是在搜集刃DD多万字历史资料的

基础上选编成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本着既要详细，凡须记载

的珍贵资料，力争入志；又要简略，尽量做到文字简炼，惜墨如
●

、



金·但由于编写人员的水平有限。难免有选材不当或疏漏错误之

处，文字质量也不尽人意．敬请工运前辈、编史修志行家和广大

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改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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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范界．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准。其业务范围延伸至外地部

作略记． ，

、断限．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追述行业发

限断在1987年至1990年问，视成书时间而定．．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一般采用朝代年号，后加

纪年．丛书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4月23 Et南京解

起．

、各专志可另作编辑说明．



编辑说明

一、本志是专门记述南京工人运动，工会运动历史和现状的

资料书，史实辑录时间断限，上限自1865年，下限至1992年．

各级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断限至1992年底前的最后一次．

二、南京历史上以专志形式记载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史料

尚属首次，为了尽可能反映南京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全貌，我

们采取历史和现状并重的原则．

三、本志由概述。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各章、人物、大事

记。附录组成．大事记。纵贯127年工运史料；概述，采取纵述

史迹的方法，综叙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统摄全书．专业部分共

分12章．42节．78目．第一章着重记述南京产业工人产生．发

展和解放前的生产．生活、斗争状况；解放后南京职工队伍的发

展壮大及生产、生活情况分散在各有关章节中记述．

四、本志对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根据。宜分不宜合。、。宜

粗不宜细。的原则，一般未设专章、专节记述。散见于。大事记。

和有关章节中．

五、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档案资料、报刊图书资料；一部分

来自本市有关部门和基层单位的史志资料；少数是知J晴人提供的

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六．本志凡涉及人民币的一律以1955年、3月1日以后的新

币制计算．全国劳动模范事迹简介中．每位劳动模范的职务、技

术职称均是命名时的职务和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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