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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南 京 市 市 长南 尿 巾 巾 长

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南京简志》经过全市各修志单位和全体修志工作者的共同

努力，现在出版了，这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又一

硕果。

南京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编纂地

方志书有优良传统。《景定建康志》和《至正金陵新志》已成为
，

我国志书中的珍品。然而，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三十六年多，

还没有一部足以反映南京面貌的社会主义新型志书。编纂新的

南京地方志书，是各界人士的共同愿望。我们组织编写这部

《南京筒志》，，目的是尽快拿出志书为现实服务，也为了汇集

资料，摸索经验，培养一支编史修志队伍，为今后编纂详备的

《南京市志》创造条件。这部简志的出版，无疑会对我市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和现实的信息

资料。．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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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们编纂《南京简志》，力图在前人方志理论和实践的基

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实事求

是和详今略古的原则，以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我们吸取旧体简志突出“资治”的长处，但也避免记事过于筒

略的缺点，兼顾“存史”和“教育”的作用，在内容上力图做

到门类齐全，重点突出，贯通古今，立足当代，以反映南京历

史文化名城的时代特色。在体例上，采取篇、类、目的结构形

式，各行各业按照统一完整的体系进行叙述，附加图表，增设

“概述”，统括全篇，彰其因果。

我们这次编纂《南京简志》，自始至终得到各级党政领导和

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的关怀和支持，还收到许多热心人士提供

的有关历史资料。可以说，这是编志工作实行专门力量和群众

路线相结合的新尝试，是群策群力的结果，是各方智慧的结晶。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特向有关部门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疏漏、错

误之处实难尽免，敬请各界人士指正，以便进一步补充修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侈Ⅱ

一、本志是为尽快地向各级领导、各行各业提

鉴资料而编的一部内容扼要、篇幅较为简短的志书

二、本志取事，坚持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

限时间，上限不限，下限大体断至1 985年底。

三、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以类系事，

横排纵写。结构为篇、类、目三层。设卷首、卷末和总类、政

治、经济、教科文卫、人物等26篇。为叙述方便，根据需要在

文中加设若干小标题作为细目。采用以志为主，志、记、传略、

图表并用的综合体执

四、根据修志惯例，不为生人立传。 “人物篇”内简介的

重要历史人物，多为对南京地区影响较大并有重要业绩的已故

知名人物。但以现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为主。人物排列，以生年

先后为序；生年无考者，以在世年代先后为序。

五、 “大事记’’所载大事，重点是建国以来具有重要意义

的事件，包括南京地区的重点工程项目、重大建设成就，历次

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主要的机构变更，以及重大的



凡例

自然灾害等。记述方法，以编年体为主，对一些内容联系紧密、

时问相距不远的事件，适当采用记事本末体。

六、本志从全市范围取材，所写内容多数包含所辖各县的

资料。有些部分也根据需要，专列各县情况，或专述城区、郊

区的情况，但在叙述时都加说明。

七、本志资料，历史部分多录自历代史志；近现代内容主

要录自档案材料和各编志单位整理、校核的史实资料。为节省

篇幅，不再注明出处。所载解放后的各种统计数字，尽量以统

计部门的数字为准。

八、历史纪年，辛亥革命以前一般先写朝代年号，再在括

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相应的公元纪年，并省略“公元”和“年’’

字。“大事记力的历史纪年，为了便于查阅，则先写公元纪年，

再注明朝代年号。

九、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定计量单位。1 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制，都按

一万比一折成新币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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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建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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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简称宁。地处江苏省西南部，东邻仪征，句容，溧阳3县，北与安徽省

天长县交界，南接安徽省郎溪，宣城2县，西面自北向南与安徽省来安县、滁县．全

椒县、和县，马鞍山市和当涂县相邻。‘
’

．。 i’． ；，
1 ～

一南京市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已出现原始村落。公元

前472年，筑越城，为南京建城之始。公元前333年，战国楚置金陵邑于石头山，自

此南京称金陵。公元229年，三国吴迁都建业，为南京建都之始。而后，东晋、宋．齐．

梁，陈、五代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先后定都南京，共449年，史称“十

代故都”。南京还曾为南宋“行都”、明永乐京师北迁之后的“留都”，南明国都和汪

精卫伪国民政府首都。： ．，

“

·⋯， ．：。， ：一． j

南京的名称之多，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各国古城中也属罕见。据史载，仅

历代县以上建置的名称就有金陵、秣陵，。扬州，丹阳，江乘，湖熟、建业，建康．江

宁，异州、白下，上元，集庆，应天，天京．。南京等40．多个6名称多变，反映了

建置演变的频繁和城市盛衰的曲折历程。一． _。 ．-： √，

南京市现辖10个区，5个县，面积6515．74平方公里，．其中市区867．21平方

公里。10个区是玄武．白下，秦淮，建邺i+鼓楼j下关，雨花台．栖霞，，浦口和大

厂区；5个县足江宁、扛浦、六合、；溧水和高淳县。长江由西南到东北流贯南京市

中部，分全市为江南，江北两个部分。江南有8个区和江宁，溧水，高淳3县，江

北有浦l=l，大厂2区和江浦、六合2县。 。一．， ：。
’．

“
．’

，’ t
：‘ ’

， ，‘ ：7
t+

i
。

，

‘
，．÷ 一 ：。 一： √

、‘沿’ 革 。’一’一’j+

距今6。000多年前，在南京市区中心鼓楼岗西北侧的北阴阳营和玄武湖畔、长江

两岸，已经有新石器时代村落。到距今3。000年以前，南京地区沿江河地带，相当密

集地分布着青铜时代的人们聚居村落，现已发现200多处。以秦淮河中游湖熟镇一

带最为集中，．考古学界命名为“湖熟文化”。“湖熟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于中原

地区商代中晚期到西周前期。 i j

按照《禹贡》，《尔雅》等古籍的记载，南京在唐虞夏商时代属古扬州地域。据

《史记·吴太伯世家》，约公元前十二世纪，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立国于江南，

称勾吴；周武王十三年(约前1122)，封仲雍曾孙周章于勾吴，国号吴。南京地区属

吴国。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吴楚两国大战于衡山(今江宁县横山)。1．南京地区有

“吴头楚尾”之称。吴王夫差时曾在冶山(今朝天宫所在地)设冶铸之所，称治城。
’

战国初，周元王四年(前472)，越王勾践灭吴，南京属越国；越相范蠡筑越城

． 1 。



第一篇建置沿革

于古长干里，为南京建城之始。

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楚威王大败越国，尽得吴故地，筑城石头山，置金

陵邑，为南京建置之始。金陵之名始此。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灭楚，设会稽郡，郡治在吴(今苏州)，金陵邑隶

属会稽郡。次年，秦统一天下；三十七年(前210)，始皇东巡，废金陵邑，设秣陵

县(县治在今江宁县秣陵关)，又立江乘县和丹阳县(县治分别在今栖霞镇一带和江

宁县小丹阳)，同隶属会稽郡。

秦亡。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领九郡，其中鄣郡分会稽郡而置，郡

治设故鄣(今浙江安吉)。秣陵，江乘，湖熟、丹阳等17县同属鄣郡。

汉初，郡县与封国两制并行，今南京地区郡县与王侯之国交错而立。汉高祖五

年(前202)，平西楚，改立齐王韩信为楚王，郸郡隶属楚国。次年，分楚国地为荆、

楚二国，封宗室刘贾为荆王，领鄣郡地。汉高祖十二年(前195)，改荆国为吴国，

鄣郡隶属吴国。景帝前三年(前1 54)，改吴国为江都国，鄣郡属江都国。汉武帝元朔

元年(前128)，行“推恩分封”以削弱诸侯王势力，于江都国分置丹阳．湖熟，秣

陵等侯国。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废江都国，秣陵，江乘，丹阳复为县，隶属鄣

⋯“’”郡。”元封二年，改郸郡为丹杨郡r郡治宛陵)。元封五年(前106)，设十三州刺史部，

丹杨郡隶属于扬州。新莽天凤元年(14)，改丹杨郡为宣亭郡，江乘县改相武县，秣

陵县改宣亭县。至刘玄更始元年(23)，郡县恢复旧称。

汉末，建安十六年(211)，割据江东的孙权移治秣陵．次年改秣陵为建业；废湖

熟、 江乘两县，设典农都尉；建石头城于楚金陵邑故址。吴黄龙元年(229)，孙

权在武昌称帝，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同年九月，迁都建业，为南京建都之始。孙吴

定都建业前后51年，其间甘露元年(265)后主孙皓迁都武昌，次年还都建业。于建
·

业设扬州治所。 。

晋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平吴，改建业为秣陵，恢复江乘、湖熟两县，又于

秣陵西南置临江县。晋太康二年(281)，改I临江为江宁，南京别名江宁始于此。同

年，将江北扬州治从寿春(三国魏所置)移至秣陵，南北扬州合一；以秦淮为界，

水南为秣陵，水北设建邺。建兴元年(313)，改建邺为建康。

晋建兴四年(316)，西晋亡于匈奴刘汉， “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

六七”。建武元年(317)，晋室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即帝位，为晋元帝，史称东晋。’

东晋于南方侨置同名州、郡．县，以安置北地南迁百姓，建康地区从建武元年(317)

到咸康四年(338)，先后侨置南琅琊、魏、广川、高阳、堂邑诸郡，怀德(后改费

县)，临沂、阳都、即邱、肥乡．元城，广川，北新城．博陆，堂邑诸县。东晋立都建康

凡103年。

宋永初元年(420)，刘裕取代东晋称帝，仍都建康，为宋武帝，以后齐高帝萧

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相继以建康为国都，史称“南朝”，共170年，其

中刘宋59年(420—479)，萧齐23年(479—502)，萧梁55年(502—557)，陈33

年(557—589)。

刘宋为削弱北方士族势力，厉行“土断”，“检籍”，令北方流民就地落籍，从元

嘉元年(424)起，先后废除广川，高阳，堂邑，魏等侨郡和南琅琊郡所辖费．阳

．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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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即邱诸侨县。梁武帝改南琅琊郡为琅琊郡，分丹杨郡另置南丹杨郡，琅琊郡治

设江乘，辖江乘．临沂和恢复建置的费县，隶属南徐州，丹杨郡治设建康，辖建康．

秣陵和新设的同夏诸县，隶属扬州；南丹杨郡治设江宁，辖江宁，丹阳诸县，隶属

南豫州。陈天嘉五年(564)，废南丹杨郡；太建十年(578)，废琅琊郡，设建兴郡。

建兴郡辖江乘．临沂．同夏，湖熟．建安等县；丹杨郡辖建康，费，秫陵，江宁，丹

阳等县。建兴郡，丹杨郡隶属扬州。j一 ·、

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平陈，实行抑制江南地方势力的政策，废丹杨，建

兴郡，及建康，同夏，江乘．临沂，费．湖熟，永世、丹阳等县；毁荡建康城邑，

于石头城设蒋州，辖江宁，旬容等5县。开皇十八年(598)，分溧阳置溧水县，属

蒋州i大兴三年，废蒋州，置丹阳郡，辖江宁．溧水、当涂3县。。

唐武德三年(620)，改江宁为归化，隶属扬州。扬州和东南道行台(唐时地方

建置分道，府州．县三级)都设治归化。武德七年(624)，扬州更名蒋州，辖归化，

安业、溧水，丹阳等7县I八年(625)，并安业入归化，‘改归化为金陵，复改蒋州

为扬州，设扬州大都督府，废东南道行台。武德九年(626)，金陵更名白下，扬州

大都督府移治江都，从此扬州之地名专指江都。另置宣，润=州，白下．句容等县

属润州(治所在延陵)I丹阳．溧水，溧阳等县隶属宣州。贞观元年(627)，分全国

为十道，宣．润二州属江南道。贞观九年(635)，白下更名江宁。开元二十一年

(733)，江南道分设东．西道，润州隶属江南东道(治所设苏州)。天宝元年(742)，

改润州为丹阳郡(治所设丹徒)，改曲阿为丹阳县，旧丹阳县并入当涂。丹阳郡辖江

宁．旬容等6县。至德二年(757)，于江宁县置江宁郡。乾元元年(758)，改江宁

郡为异州，辖江宁，旬容．溧水．当涂4县。并于江宁设浙江西道节度使治所。‘上

元二年(761)，江宁更名上元；改畀州为润州(治所丹徒)。光启三年(887)，复置

舁州，辖上元。句容，溧水、溧阳4县。
‘+

五代十国时期，吴王杨隆演于天祜十二年(915)建异州城，设畀州大都督府。

十四年，分上元另置江宁县，自此上元．江宁两县同城而治。杨吴武义二年(920)，

改异州大都督府为金陵府。杨吴天柞元年(935)，封徐知诰为齐王，辖舁，润等lO

州。以金陵为西都，广陵为东都。异元元年(937)，徐知诰在金陵即位，国号唐

(史称南唐)，改名李异，为南唐烈祖。改金陵府为江宁府，辖上元，江宁，句容．漂

水等10县。南唐建隆二年(961)二月，中主李操迁都南昌，六月李琅卒，后主李

煜继位，还都江宁府。南唐期间扩大了金陵城。

宋开宝八年(975)，宋平南唐，降江宁府为异州，隶属江南路(宋地方行政设，

置分路．府州，县三级)。太平兴国元年(976)，江南路分置东，西路，异州隶属江

南东路。天椿二年(1018)，畀州复升为江宁府，赐额建康军。北方为金侵占，宋高

宗赵构南渡，建炎元年(1127)于江宁府置帅府，三年(1129)改江宁府为建康

府，建行官，四年(1 130)江南东，西路合并为江南路，治所设建康府。

‘元至元十二年(1275)，元军攻占建康府，设建康府宣抚司。元至元十四年

(1277)，升建康府为建康路，设总管府，辖江宁，上元、溧水等5县。建康路隶属

江淮行省江东道。至元=十三年(1 286)，建康路隶属江浙行省江东道。江南诸道

行御史台于大德元年(1297)定治所于建康，辖江浙．江西．湖广三省十道；大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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