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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振犊    历史是一门注重实证的学问，而档案则是实证的依据。
    在历史档案的构成中，人物档案是其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居民人口与户籍统计，是反映城市状况的真实记录，对于研究城市史及其相关人物历史具有十分重
要的价值与作用。
    南京是中国东南重镇，历史名城，以“六朝古都”和“十朝都会”而闻名，自古以来就有“江南佳
丽地，金陵帝王州”的称誉。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用武装暴力的方式，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清
斗争，并于1911年10月，以武昌辛亥首义的胜利，敲响了清王朝覆亡的丧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从而标志着清王朝封建腐
朽统治的结束，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开始。
南京也因是中国共和制度的诞生地而名垂青史。
    然而，南京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都所在地，因袁世凯迁都北京而昙花一现；又因国民革命军北
伐节节胜利，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及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南京再次成为国家的法定首都及
政治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于1927年5月25日，任命国民革命军总部审计处处长刘纪文为南京市市长，负
责筹备建立市政厅。
6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南京特别市暂行条例》，确定了南京特别市直隶于中央政府，“不入省县行
政范围”，南京因而进人新的历史阶段。
此后10年，经过“首都建设计划”的不断实施，到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止，南京作为中华民国
的首都，已从一个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发展成为一国的政治、文化、外交中心，其市政建设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城市人口也达到了百万以上，现代城市的雏形已经显现。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无情地打断了南京的城市建设进程。
直到1945年南京光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千疮百孔的南京市政建设才得以逐步恢复。
而当时的市政府又把户口总清查作为城市光复和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经筹划准备，1947一1948年，南京市民政局会同首都警察厅连续开展了两次“户口总清查”与“户
口总复查”，对南京市的居民情况进行了深人调查，留下了以人口户籍卡为主的一批内容翔实的南京
居民人口户籍统计档案。
这批档案客观地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到国民党撤出大陆时南京市居民人口状况，十分珍贵，极具研究参
考价值。
    当时首都南京为全国政治中心，各地各阶层精英人物汇聚于此，因而在这部分户籍卡资料中，包含
了为数众多的名人资料，从周恩来、宋美龄到吴良镛、王绳祖、袁隆平等；各级各界数百位名人的姓
名、籍贯、住址、年龄、家庭情况等要素的详细记载，使得这批户籍卡的珍贵价值更加凸显。
而这些名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又让户籍卡成为研究这一重要历史阶段南京乃至全国的历史及有
关人物的第一手资料，至今仍具十分重要的参考佐证作用，其珍贵价值不言而喻。
    这批档案资料的作用与价值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它是第一手的原始档案资料，是实
地调查的记录，其中许多是由当事人亲自填写而成，具有真实、可靠的特征。
    其二，它系统统计了当时南京居民的数量、构成及性别、职业、工作、受教育程度、家庭、居住地
情况，并附以个人照片，以独特的角度，反映了一大批民国名人当时的状况。
内容丰富、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历史。
    其三，这些资料为我们今天进行人口与户籍统计研究提供了一份独特的原始资料，除普通居民家庭
外，许多团体如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办事处、中央大学等都是以其负责人为户主，按一个单位户头进行
登记的，这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佐料。
    其四，它对于民国南京城市史研究、民国建筑史研究乃至整个民国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与佐证作用。
    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这部分民国南京户籍卡资料，经过细致的整理和数字化制作，已向市民开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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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这是一件非常有益的工作，也是他们服务民生工作的重大举措之一。
现在，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又利用这些资料，编辑了《民国名人户籍》一书，由南京出版社付梓。
这是对于民国户籍卡资料的深度加工与高水平的利用，在颇具观赏阅读性的同时，亦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
    本书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除了相应公布一批民国名人的户籍卡以及调查工作有关档案外，还据此对
抗战胜利后南京市的居民人口调查工作与当时人口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得出了相关数据与结
论。
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以档案史料及其分析，论证了南京历史研究中有关这一时期城市人口统计之
确切数目，得出了可信的结论。
    尽管书中所载的这些民国名人大都并非是南京原籍，但当时他们都工作、生活在南京。
时局的动荡不安，使得原本单纯的人口户籍调查也渗人了政治因素，成为当局“戡乱”、“查匪”的
工具。
但另一方面，在动荡年代留下的这些记录却更加增添了它的珍贵性，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彼时在民国政
治舞台上名流荟萃演绎历史的特别视角。
    本书在编排上影印了部分当时的户籍卡档案及人物照片，给人留下了真实清新的印象，满足了读者
探究历史的好奇感。
无论是专业的史学家还是一般的爱好者乃至普通市民，都能够见仁见智地从中找到他所感兴趣的民国
档案或民国人物资料，并对该期南京人口户籍普查的缘起、内情及其结果，对于当时市政当局的有关
调查运作过程有了全面的了解。
因此，本书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双重特色，可为广大读者所欢迎。
    我们感谢南京市档案馆为整理公布1947—1948年南京市人口户籍统计档案所做出的努力，也感谢市
档案馆研究人员为编辑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可以预见的是，每位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多少都会有新奇与满足感，而这正是本书价值与成功点之所
在。
    (作者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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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束建民主编的《民国名人户籍(民国珍档)》一书16开本，30万字，其中还收录了100多张户籍图片、200
多幅历史图片，尤其是户籍图片均系首次公布，弥足珍贵。
《民国名人户籍(民国珍档)》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战后南京市户籍调查的起因、经过，各职
业群体的人口分布状况及特点。
第二及第三部分选取了在民国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界具有重要影响的100位名人，除了相应
公布他们的户籍口卡资料外，还重点描述了他们与南京的关系，这部分著名人物的户籍卡具有很高的
史料查考价值，用鲜为人知的资料解读民国风云变幻的历史。
第四部分选取了11份民国户籍调查文件原档影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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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部分战后南京市户籍调查及人口状况第一章南京市户籍调查的历史状况第一节民国以前南京市
户籍调查第二节民国时期南京市户籍调查第三节战后南京市户籍调查始末及户籍卡第二章战后人口状
况第一节南京市保甲及人口总数第二节南京市人口原籍分布第三节南京市人口年龄分布状况第四节南
京市人口教育程度第五节南京市人口职业分布第三章战后各职业群体情况第一节部分机关机构第二节
社会高层的政府官员、国大代表第三节社会中层的军人、商人与教员第四节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农
民与工人第五节各职业群体分布特点第二部分名人与南京白崇禧与南京龙潭之役生物学研究的先驱秉
志蒋介石的心腹陈诚抗战时期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民主党派市长陈邃衡金大首任华人校长陈裕光桂系将
领程思远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化学宗师戴安邦国画大师傅抱石历史学家傅斯年与诗书同命的高二适故
宫国宝的守护人杭立武特勤总管黄仁霖司法院长居正近代林业学的开拓者梁希打造民国第一学府的罗
家伦无线电先驱倪尚达三次出任南京市长的马超俊桥梁专家茅以升世界文学组织的建筑师聂华苓心理
学大师潘菽词学大师唐圭璋民国政坛上的谷氏三兄弟邵力子与南京力学小学书生市长沈怡第一夫人宋
美龄金融专家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学者院长翁文灏吴良镛与南京“红楼情”首位女大学校长吴贻芳
物理学大师吴有训吴琢之与江南汽车公司建筑专家杨廷宝爱国人士于右任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文化政
客张道藩黄埔战将张灵甫郑介民与军统水利学家郑肇经空军司令周至柔亦官亦儒的朱家骅西山会议派
邹鲁第三部分名人的户籍陈之佛戴修瓒邓殷藩狄膺端木恺方东美干国勋甘乃光甘清池高济宇顾毓？
关吉玉韩文焕何金泉胡厥文胡琏黄杰贾景德蒋碧微金毓黻柯象峰李品仙李士伟李士珍李小缘林秋生林
云陔刘熙众刘心皇刘雨民卢忠亮钮永建潘序伦庞松舟裴鸣宇彭昭贤皮作琼齐璧亭沈鸿烈谭伯羽童冠贤
汪辟疆王静芝王绳祖王子壮吴铁城萧赞育谢冠生严慎予杨道樾杨公达杨慧存张伯苓张岳灵周诒春左舜
生第四部分户籍调查文献1．内政部为抄发收复区实施户口清查办法致南京市政府电(1945年5月11日)2
．内政部关于户口普查业务归本部办理致南京市政局公函(1945年10月23日)3．首都警察厅为查照会核
本市国民身份证登记处组织大纲致南京市政府公函(1945年11月6日)4．李维明关于国民身份证登记处
组织大纲经核可行等致南京市长马超俊签呈(1945年11月8日)5．南京市政府为抄送修正本市国民身份
证登记处组织大纲等致首都警察厅公函(1945年11月30日)6．首都警察厅为送请鉴核南京市国民身份证
登记处发给国民身份证实施办法致南京市长马超俊呈(1946年2月23日)7．内政部为《各省市办理户口
查记要点》等致南京市政府公函(1946年9月23日)8．南京市第13保为请鉴核施行本保各甲长议案的
呈(1946年11月28日)9．南京市民政局为请派员参加户口总清查会议并抄发清查计划致首都警察厅等公
函(1947年8月24日)10．首都过境难民处理委员会为请迅予编定本市难民户口致南京市民政局代电(1948
年3月5日)11．监察院为请讯即举行首都户口总清查致南京市民政局代电(1948年12月9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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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抗战期间户籍调查的顿挫    抗战时期，内政部在加强保甲户口编查的同时，对《户籍法施行细则》
作了一些修正，并先后颁布《暂居户口登记办法》和《迁徙人口登记办法》，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从1942年起，内政部通令在未沦陷省区依据修正的《户籍法施行细则》试行户籍登记，但进展缓慢。
到1943年底，已办理者只有667个县市。
与此同时，户政部门广泛征求意见，着手修改《户籍法》。
②    但是，抗战开始不久，南京即告沦陷，因此国民政府户籍调查的实施并不及于南京。
沦陷八年中，日伪当局也进行了相关的调查。
    日本当局在统治南京近八年期间，通过各级伪政权，对南京市民进行了多次的户口清查与居民登记
，在南京逐步建立起越来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③这是基于日伪为了控制好南京的目的，但也使我们得以了解沦陷时期南京的社会百态。
    第三节  战后南京市户籍调查始末及户籍卡    抗战胜利后，面临着国内千疮百孔的窘境，国民政府在
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复员、接收和整顿的行动。
为了确保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首要的、也是最为基础的工作就是对户籍有清晰的了解。
特别是随着抗战的胜利，大量人口的流动，使得抗战期间的户籍调查结果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因此战
后的户籍调查变得非常有必要。
    事实上，国民政府为了有效地完成户籍调查，不仅全面委托内政部掌管户籍调查工作，而且在战前
已有法规的基础上，还制订了若干的法条，如1946年1月3日修正公布的《户籍法》①和1947年3月12日
公布的《户口普查法》②。
    战后的四年，国内形势变化纷繁复杂。
鉴于国共之间的激烈对抗与由此而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户籍调查与战前相比，不仅继承了原有的形
式，而且随着戡乱总动员的发表，又增添了若干项目。
也正因为此，战后的户籍调查比战前更为仔细与详细，但是也更具有政治意味。
其中，南京市的户籍调查是做的比较好的。
    一、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户籍调查的开启    如前所述，户籍调查只有在接收、重建地方政权的前提下
，才可能顺利实施。
南京作为战时汪伪政权中心，为国民党势力所不及，而南京的地位又相当重要。
因此，南京成为接收的重点城市之一。
    1945年8月17日，中国政府发言人于接见新闻记者团时宣称，国民政府预定于短期内复都南京。
③8月25日，军委会称：“(李品仙)徐启明部，现已收复南京对岸之浦口(长江北岸)，先头部队业已渡
过长江，进入下关。
”④此后，南京便完全在国军的控制之下。
8月29日，“(南京)保甲长今晨通知各商民，明晨起悬挂国旗及燃放鞭炮，庆祝南京之光复及欢迎我军
之前来。
”⑤1945年9月5日，国民政府决定设置还都接收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任副主任，骆
美奂、罗学濂、汪公纪、严家淦、贺衷寒、甘家馨等20人为委员，负责处理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事宜。
⑥很快，南京市政府便正式开始办公，户籍调查也随之开始启动。
    二、首都警察厅与南京市户籍调查    南京市的户籍调查工作最初由首都警察厅接掌。
国民身份证发放工作即由首都警察厅负责处理，在发放过程中也实现了对国民户籍的简单统计。
警察厅与南京市政府商讨决定由府厅调派职员会同组织本市国民身份证登记处专门办理，发证登记事
宜以利事功。
①发放工作也有具体的规定：    居民请领国民身份证，除依照上述规定手续办理外，各警厅所得依事
实需要派遣户籍员分保挨户分送口卡②，同时由区公所指派该保保长，随收应缴工本费，填给收据，
其有未能填写口卡者应即代为填写，其有赤贫者无力缴纳工本费者得由该保长户籍员查实后共同决定
免于缴纳发给免费收据，仍由该保保长及户籍员会同在存根上盖章证明“赤贫免费”，无力缴纳相片
者得以箕斗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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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居民应填缴之口卡及相片，如有未按规定起见呈缴者，各警察所，并得按照前项规定派员挨户催
收，随加审核，以资简捷。
③    警察厅为积极调查户口，并检举不良分子起见，并定于9月12日起全市国民身份证总检查并附有检
查人员须知如下：“(一)检查人须穿清齐全制服；(二)检查户数须依定时；(三)检查须先叩门，不得任
意闯入内室；(四)询问被检查人时，需态度和蔼，言词简明，不得有傲慢及被招待之情事；(五)如遇
被检查人有喜庆或特别事故，不便立即询查，可于事后补查；(六)被检查人如因职业上之关系，不能
在家者，可询明邻居返户时间，再行补查；(七)对于机关团体学校或特别人物，于检查前需询问其管
事人或家属为宜；(八)此次总检查，须求迅速确实，速予居民方便，不得有故意留难情事等。
”①    警察厅于1945年底还对南京市进行了一次户口总清查。
警察厅还通过。
保甲，令每区上报每月统计各区的七种人口统计月报表，这也为了解城市的户籍人口变化提供了依据
。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首都警察厅所掌管的户籍调查日常工作很快交由南京市民政局负责，不过大规
模的户籍调查首都警察厅也依然参与。
    三、民政局接手户籍调查    由民政局接管户籍调查日常工作有其必然性，其原因有二：    一、按照
有关法律规定，户籍工作由国民政府内政部管理，而由直属于内政部的民政局掌管户籍工作，比与内
政部瓜葛不大的首都警察厅掌管要方便得多。
当南京市民政局在1947年上半年成立后，户籍工作自然归位于民政局。
    二、首都警察厅管理户籍调查相关工作，是由于抗战后南京的复杂情况，警察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
参与南京市的户政事务。
经过近两年的工作，南京的形势相对已经平和，不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①此时，已经不需要首都警察厅参与户籍调查的主导。
四、户口总清查与户口总复查    民政局接掌南京市户籍工作后，在两年内，会同首都警察厅，连续开
展了两次大规模的户籍行动，1947年的这次行动称为“户口总清查”，而1948年则称为“户口总复查
”，两次行动均有着很深的背景。
    户口总清查的背景是国民政府《戡乱总动员》的发表。
1947年上半年，国共关系完全决裂，在内战战场上，国民政府也是愈陷愈深。
7月4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
“国民革命”进入戡乱阶段。
②    户口总复查的背景是南京市物价的飞涨，导致米粮市场的无序与大决战前南京市民的情绪波动。
随着内战持续到1948年，通货膨胀已经积重难返，物价飞涨以及物资的缺乏，引起了全国许多地方的
游行。
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人民也在沉默中，时刻准备爆发。
五、户籍调查的结束与接管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攻克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南
京，而统治中国长达22年的国民政府随后将首都迁往他处。
战后的南京市民政局也完成了其使命，被南京市军管会接收。
    P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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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南京展开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户籍调查，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户籍口卡和户
卡。
2006．年底，南京市档案馆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石佛寺仓库接收了这批当年民国“首都警察厅”遗留
的户籍资料，经过历时四年艰辛的整理、编录，2011年初在辛亥革命百年前夕，150万张民国时期南京
市户籍登记卡片对社会提供查阅利用。
    曾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拥有如此完整、翔实的民国户籍资料，在国内绝无仅有，是一批珍贵
的历史文化遗产。
它真实记录了民国时期南京市人口的信息，对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为人们研究当时南京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南京城市发展轨迹，编拟新的城市发展规划蓝图
，提供了难以寻求的原始样本，也为市民了解家族变迁，办理移民、继承、寻亲等民事事务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凭证。
该档案现已入选《江苏省珍贵档案文献名录》。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战后南京市户籍调查的起因、经过，各职业群体的人口分布状况
及特点。
第二及第三部分选取了在民国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界具有重要影响的100位名人，按户籍卡
人名的音序进行排列，其中44位名人重点描述了他们与南京的关系，这部分著名人物的户籍卡具有很
高的史料查考价值，用鲜为人知的资料解读民国风云变幻的历史。
第四部分选取了11份户籍调查文件。
由于篇幅的限制，还有很多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没有收入，留待今后做深入的开发研究。
同时，这批户籍卡因形成于动荡的特殊历史时期，其上所填内容经考证亦有不实之处，特别是出生年
月、籍贯等。
    该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和有关方面学者的关心与支持；南京市档案馆的丁枫、
王晓燕、丛伟、陈阳林、姜海等参与了本书的校对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及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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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南京展开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户籍调查，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户籍口卡和户
卡。
这批民国户籍卡比较完整地记录和反映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市的人口身份信息、居住情况、生活状
况、区域划分及人口流动等情况。
不仅人口的情况在户籍卡上得到充分反映，南京当时人口流动、民族资本的规模、行业分布、城市驻
军等情况也得到了完整的记录。
其完整、翔实的历史户籍信息，在国内档案馆中绝无仅有。
    在这部分户籍口卡资料中，包含了为数众多的名人资料。
从于右任、宋美龄、吴贻芳到吴良镛、茅以升、袁隆平等，各级各界名人的姓名、籍贯、住址、年龄
、家庭情况等要素均有详细记载，也使得这批户籍卡的珍贵价值不言而喻。
    束建民主编的《民国名人户籍(民国珍档)》在编排上影印了部分当时的户籍口卡档案及人物照片，
给人留下了真实清新的印象，满足了读者探究历史的好奇感。
无论是专业的史学家还是一般的爱好者乃至普通市民，都能够见仁见智地从中找到他所感兴趣的民国
档案或民国人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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