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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序雷’，

甯 尿 巾 币’长士雄牟
’

，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土甄死
，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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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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的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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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钛书》，已经开

话陆续成志面世，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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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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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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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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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

。
。

_南京编修市志，在总体部署上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从八十年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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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性和南京人文荟草的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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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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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的这一总溶部署．目前正在进行的。也是工作量最大的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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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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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九九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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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市分行行均 呈睑：毫
． 《南京金融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雩’两

‘ ‰
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总称，’

。它随着社会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对社会经济

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古城南京在公元三、四世纪时，货币经

济已经发达，信用事业兴起。南朝齐时，城北拓提寺创办典当，是我国

最早的信用机关．海通以后，洋货大量输入，经营货币兑换和通融银

钱借贷的钱庄兴旺，成为商业之首． ·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公私银行激增，逐步建立起以四行二局 ．

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并完成废两改元和实行法币政策，统一了中国的，

币制。八年抗日战争及胜利后一段时期，持续十二年的通货膨胀，物

价飞涨，百业不振，民生凋敝。

’’·南京解放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发行人民币，制止通货膨

胀．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随即在支持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

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有计划地扶持国营经济的发展，使南京很快成

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与此同时，逐步建立起以信贷，结算，现
。

金出纳三大中心为主要内容的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银行管理体制。

在“大跃进再和“文化大革命”两个时期，银行的管理体制受到干扰，南

京的金融事业在曲折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

实行改革开放，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金融业

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4年起，建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

‘‘．银行，多种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新的金融体制，贷款领域El渐拓宽，

融资渠道纵横交错，充分运用货币、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在促进企

业自觉运用价值规律，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发展地方经济建设中，发



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

在编纂过程中．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

做到观点盖确．资料翔实．以期有益当代，惠及后世，但金融独立成

志．尚少先例．且资料残缺．水平有限．误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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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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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名界了解南京、研究南京服务．采用丛书编辑

形式．分卷出版，各专志二．具备独立使用价值．

三，专志设置原冀l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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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大

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来体．

六，范界．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准，其业务范围延伸至外地部分．曩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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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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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说明

一、本志记述南京金融的历史与现状．记述时间。上限不限．视资

料所能及．上溯本业的历史源起．下限断至1990年末，详今略古，重

点详记建国以来南京金融业的发展变化，次详民国时期．清以前从简

从略。记述范围以现行i f区为主．属县情况作总体记述。

二，本志由概述、志支、人物，大事记、图表、附录组成．概述综述

南京金融业慨貌．统掇全书。志文计】5章记述货币、机构，业务、管理

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大事记纵贯古今。附录辑录有关南京市地方性

金融法规重要文件资料。 ．

’

一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种文献、档案、报刊。所用资料均经核实，

一般不怍注释．各类统计数字，以官方档案的统计资料为准．部分数

字来自文献资料。
。

四、金融体制改革不设专章．凡改革中的大事要事，按“事以类

从”的规则．记入相父章节。

五、币制，计量和人、地、单位名称，按市地方志编写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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