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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志丛书》序言

宝亲磊方妻编曼主羹王武龙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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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南京修志搿三部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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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一的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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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失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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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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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曲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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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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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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鬈南京通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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莶苹的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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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四年一月



序言

＆夏≥，娄点荨矗蓑魏福宝《农林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一一

。‘农林志》贯彻。众手成志”之方略，经数十名专家和科技人员

三修篇目，四度寒署，五易其稿，终于问世了．这是全体编纂、审

稿人员和玉成此志的各方人士劳动汗水的结晶和辛勤笔耕的硕果．

．南京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名城，山清水秀，四季分明，资

源丰富，史称。六朝古都”、。十代都会”，向为府治、省会所在地，

为江苏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农林业生产发达。考查历代方志，

虽早有明、清及其后的多部志作，但从未有农，林专志问世。本志

，正式出版，则开农林专志之先例。此志以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

．的记述'了上起新石器时期，下至1989年南京农、林、园艺业的发展。

史，再现演进过程中兴衰起伏，沿革变迁，始末因果，展卷可得。此

书对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和制定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深化农村改革，

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j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旧中国广大农民过着衣不遮体，食不

+果腹、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市各级党和’

政府始终把发展农业生产，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认真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一的方针，运用

现代科学技术改善生产条件．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农

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副产品尤其

是粮、棉、油产量大幅度增长，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促．

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



这部专志略古详今，横排纵叙，文简事明，着重记述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京农、林业发展

的经历和现状，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林业建设的

巨大成就，既有创业的功绩，也有失误的挫折，利弊得失，均见诸史

端，不仅为南京儿女、四方游子了解市情，热爱故园，建设家乡，促进

南京农村经济发展，奉献一份乡土教材，而且给各兄弟地区乃至国际

友人熟悉南京开辟一扇窗口，对增进友谊，扩大贸易，发展外向型经

济，将起促进作用。

。鉴古知今，信今传古”，修志之功，有益当代，惠及后世。我相信，

此志书必将发挥其“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并希望农林战线广大

干部、群众及各界人士通过对本志的研究和利用，为振兴南京农林业

生产，为将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而作出贡献．． ．

’，谨献此言，权且作序． i

一九九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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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编丰体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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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以翔实的史料记述南京(含五县四郊)农业的发展历史

及其兴衰因果始末．文约事明，略古详今．

二、本志采用。新方志”体，除设统驭全书的概述外，分设章、节，

目．全文由农业、园艺、林业3个专业部分组成，共列24章，还附文插

图表。史实时间上限力求追溯起源，下限断至1989年．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方志、古农书、档案、书籍、报刊资料．以及调

查、口碑和个人辑存资料。引用古代文献、民国时期资料均于言明或

是采用页下注释．’． ．．

‘

四、各类统计数字，主要以统计局和南京市农林局正式上报统计

资料为准，少许补以调查和其他单位统计资料．．

五、民国和民国前纪元均用习惯历史称号，1949年以后，用公元

纪年．为简化文字，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节目标题用

全衔记述，余则简称为建国前(后)．

六、本志不列人物传，通过以事系人的方法，做到见物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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