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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序言

喜京磊方妻编墨主茬王武龙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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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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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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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学汇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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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得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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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南京煽修市志．在总体部署上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从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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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到本世纪末的十几年问．南京的市志编纂决定采取_三部曲一

的战略布局l第一步，先编了一部《南京简志’．130万字，已于1986

年底出版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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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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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京通志'。这三大

步，始终贯穿着一个战略思想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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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的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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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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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坚持到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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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寺发展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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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一．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寮II意求实．大胆探索。由于编纂
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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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燃耄薯紧嘉囊嬲霍张庶明‘南京电信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南京电信志'作为‘南京市志丛书'的分册．在南京市地方志

编委会的关心和指导下，经过支志编纂人员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

力，现已成书出版．这是一部记录南京电信历史足迹的书稿．它客

观陈述了一百多年来南京电信事亚开创和发展的历程，反映了新

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通信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材料翔实可靠．是了解南京地区电信历史变迁的史料性书籍．

电信通信是近代兴起的产亚．从美国人莫尔斯发明电报机．至

今才一百五十年历史．无线电和电话则更晚．然而这些先进的通信

技术和通信设备，由于其在缩短时间和空间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

能．奋受人们的青睐．一经同世，迅速得到应用和推广．在政治、经

济、军事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中．发挥了独特的不可估量的作

用．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通信的地位越来越显

得重要．

中国的电信通信．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而引入的．中

国人为了发展自己的通信事业，振兴国家、防御外敌，作出了不懈

的努力．188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为加强防务．奏请清廷批准，在督

衙内设立了专管电信的官电局．并开办了电报通信．1900年又建

立了全国最早的公办电话局．此后．除沦陷期外．南京电信一直掌

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至解放前夕，作为民国首都的南京．市内电

话公众网仅7100门．长途通信能力也非常有限．解放后．电信才真



正成为人民的通信工具，发展速度大为加快，近十年尤为迅速。到

目前为止，市内电话公众网已达到16．3万门，并且实现了设备更

新换代。长途交换机容量增加到1．348万线。南京成为全国八大

交换中心之一．标志着现代通信技术水平的数字通信、光纤通信和

微波通信大规模应用。无线寻呼、移动电话、磁卡电话、图文传真和

分组数据交换等新业务陆续开办，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建设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南京通信建设将出

现新的飞跃。

中华民族历来有修志编史的传统。记录过去的史实．总结以往

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

的事。南京电信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政

权更迭、战乱频仍，资料散失不少，给编史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我局

史志编修人员北上南下，东奔西走．克服重重困难．在浩如烟海的

史料中，寻觅依据，撷取精苹，反复校核，去伪存真，做了大量的调

查分析工作．于是才有了这本志书．我们应当倍加珍惜。

1992年12月7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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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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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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下

限断在1987年至1990年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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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丛书所称。解放后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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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专门记述南京现代电信通信事业开办一百多年来兴。

衰起伏的发展历程，重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其上限追溯

至发端，下限断在1990年．大事记延伸至1992年．

二、本志以记述公众电信事业为主，对市属五县电信以及政府

部门、企事业单位、郊区乡镇自办的专用通信略加记述。综合统计

数字，则不包括五县及专用网在内。

三、本志所涉及的货币数字，除能折算为现人民币者用括号注

明外．其余均为各历史阶段原用货币单位．

·四、电报线路自40年代使用电报载波机后，系利用长途电话

电路开放，故前期的电报线路并入电报网路一节记述．后期的电报

线路亦即长途电话线路．不再另行记述．
‘

五，无线电一章中，主要记述设备和电路，其业务分别列入电

报和长途电话两章中．



南京市内电话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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