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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序言

纛矗方喜编曼主差主武龙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一’”。

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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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到现状详尽记述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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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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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鉴兴废、考得失”，从中总结经验，研究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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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南京编修市志，在总体部署上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从80年代



中期到本世纪末的十几年间，南京的市志编纂决定采取。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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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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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门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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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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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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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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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人文荟革的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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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炳等前后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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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聚集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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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这一南京修志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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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刻意求实，大胆探索。



f

由于编纂社会主义新市志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南京的古今许多问

题还在研究探讨之中，加上我们的水平、功力所限，疏漏、失误

之处恐仍难免。我们一定要在。三部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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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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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学柏
F ‘

南京是著名古都、江苏省省会，是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重要

的中心城市，交通运输历史源远流长。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特

别是解放以来，南京交通运输业蓬勃发展，成就显著，水路、公

路、铁路、航空、输油管道五种运输方式立体交叉，内联全国各

地，外向国际市场，对南京经济区、长江流域和南京市经济发展

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交通运输仍

然是薄弱环节。对此，南京市已把交通作为重点，列入城市总体

发展规划。可以预见，南京将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便捷的运输

条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t。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进入80年代以后，在南京交通

界各部门，单位支持下，经广大修志人员的辛勤劳动，鬈南京交通

志》历经数载，终于诞生。这是南京交通史上第一部专业志书，是

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硕果．

《南京交通志》详细记述了南京交通的发生、发展和现状，揭

示了南京交通的规律和特点，无疑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

功能。我深信，《南京交通志>的^出版发行，必将为推动南京交通

事业发展，为把南京建设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事业中起到积极作用。

值此《南京交通志》出版发行之际，谨向支持关心志书编纂

的所有领导和广大交通职工，表示衷心感谢1．

1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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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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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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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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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南京交通志》主要记述南京市城区以外交通。市内交通

另有专志。

二、本志主体的下限为1987年末，跨越下限的事件，用页下

注释；个别章节以及。概述”、。大事记”、。人物表一于必要时记

述延伸到1992年。

三、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文内。内河一系指除长江干线之外

的由省、市管理的航道。

四、。车船修造”章主要记述本市交通系统所属单位的汽车、

船舶修造业务及有关系统、单位的配件制造业务．

五、志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书档案资料，一

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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