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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 王武龙
：

副主任 汪正生王浩良 ，
，

委 员 (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马双菊王武龙王浩良王能伟

刘金廷许成基孙永深苏则民

杨金明．汪正生汪学成张伯兴

． 张治宗张增泰陆大业陈华光

、 陈胜利 陈崇明林积松金琳琳

周恒庆柏美林秦学清耿开济
‘

顾惠祥蒋裕德

《南京市志丛书》主审人员
主审张治宗王能伟

副主审 马伯伦狄树之陆良庚蒋永才

． 南京市志编辑部编辑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晓梵陈蕊心周建国施国俊黄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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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药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 王孟陈金洪
j

副主任 。于有先廖敦宇陈孟芙
，

‘

委员

， 评审

(按姓氏笔划为序)‘ ，_，气j ，

于永成王广瑞王志林方祖祥

江中银刘桂林何树生李川北

李国华李家淼陈广安胡文淼

徐安信唐富春黄淮江谢洪成

眭德荣彭锡祺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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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跃庭王良才姚在

钦仁义黄国衡，李协

徐龙富倪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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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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南京编修市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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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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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非易事，只有充分发挥各

行各业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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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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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当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

经济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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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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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r-_--_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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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南京市医药管理局局长年壬
<南京医药志>编委会主任工血

{ ●
，

J +●

南京是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古往今．

来，人文荟革，商贾云集。医药事业，如悠悠大江，渊远流长，似巍

。 巍钟山，篇章辉煌。解放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蓬勃生机，长 ，

足发展。工商一体．竞相争妍，创立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业绩。将如 ?

此浩瀚的历史与现实，科学编纂，汇于一册，实属不易。鉴史用志，

温故迪新，益于当代，惠及后人．当谓意义深远。有赖于上级指导

具体，本业同仁，上下齐心，历时五载，终见书成。发扬了中华民族。

， 优良的文化传统，为基础性文化事业奉献出沧海一粟，堪称一功。
‘

然因初就，瑕疵之处，实难全免，务盼赐教指正。对涉足于此书的

众多同志，谨致诚挚的谢忱!

’r‘ ‘

‘

●

，． 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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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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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说明

一、本志上限不限，追溯本业的历史渊源；下限断至1989年

末，部分史料有所延长，如大事记延至1993年末。内容本着详今

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新中国建立后南京医药工商业的

发展演变，记述范围以市区为主，兼记属县。
。 二、本志含医药工、商两大部类，在建立医药统一管理机构以

前。均分别进行管理，由于史料所限，本志按能分则分，不能分则合

的原则，综合进行记述。

三、本志记述采用述、志、记、传、图、表、录不同体裁，资料来源

。于各种文献、档案、图书、报刊、各类统计及医药工、商企业志，一般

，不加注释，参考文献也不一一列举。 ．

四、计量单位、币制和人、地、单位名称，不同历史年代采用当

时的通用计量单位和名称。新中国建立后面积的计量仍以“亩”为

计量单位，以使阅读方便，避免换算差误。其它则仍按公制单位计

量。 ．

t

五、本志中“建国”，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指“文化大

革命”；“GMP”指优良药品制造规范；“Qc"指质量管理；“TQc”为

全面质量管理。

六、部分统计资料，按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分别统计，其中又有

市属单位与归口单位之分；全民与集体之分均在列表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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