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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京是我国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又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有将近2 500年的建城史，约450年的建都史，号称“六朝古都”、“十朝故都”。
南京的地方文献是中华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
风民俗的重要资料。
按照南京市委、市政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要求，配合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深度挖掘历史文化
资源，做好历史文献整理出版工作，不仅有利于传承、弘扬南京历史文化，提升南京品位，扩大南京
知名度，也有利于当前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
    长期以来，南京地方文献还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过，大量的南京珍贵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
和民间。
许多珍贵的南京文献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有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无闻。
广大读者想要查找阅读这些散见的地方文献，费时费力，十分不便。
为开发和利用好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充分发挥其资治、存史、教化、育人功能，南京出版
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组织了一批专家和相关人员，致力于搜集整理出版南京历史上稀有的、珍贵的
经典文献，并把《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精心打造成古都南京的文化品牌和特色名片。
为此，我们在内容定位上是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示南京文化的深层内涵和丰富魅力；在读者定位上是
广大知识分子、各级党政干部以及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在价值定位上，丛书兼顾学术研究、
知识普及这两者的价值。
这套丛书的版本力求是国内最早最好的版本，点校者力求是南京地方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在装帧设
计印刷上也力求高质量。
    总之，我们力图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扩大稀见文献的流传范围，让更多的读者能够阅读到这些文
献；增加稀见文献的存世数量，保存稀见文献；提升稀见文献的地位，突显稀见文献所具有的正史史
料所没有的价值。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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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京市市政府秘书处编著的《新南京》内容涉及南京史地、名胜、教育、交通、农商等诸多方面，客
观、《新南京》真实地反映了民国时期首都南京建市六年中的发展历程，是考察民国南京建设不可多
得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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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民国)南京市市政府秘书处 编者:朱同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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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史地概略    南京自古为帝王之都，虎踞龙蟠，山川如画，文物著六朝之长，财富擅东南之美。
近且轮轨交通，绾毂南北，首都斯奠，中外具瞻。
是其历史之事实与自然之现象。
有足述者。
兹略疏于次。
    (一)南京之历史    (甲)名称之沿革南京之名，始自明代，晋、隋、唐、清皆著江宁之名，民国因之。
此外楚日金陵。
秦日秣陵，汉属丹阳，吴日建邺，宋日建康，其名号之因代而异也如此，即其疆域亦不尽同，上举诸
名，亦称其涉及南京之地域而已。
    (乙)政治上之地位南京建都始于吴，东晋南朝因之，南唐明初，亦曾都此，民国成立，孙总统即就
职于南京，既而袁氏当国，国都复迁于北平，迨国民革命成功，统一全国，始遵总理遗志，复奠都焉
。
其为国都所在，不只一朝，其在政治上地位之重要，亦可知矣。
    (丙)军事上之地位南京为用兵必争之地，周秦已然，后此战迹，不可胜纪，降及近代，洪杨据有南
京，清廷为之大震，辛亥革命以还，国内兵争，多有牵及，盖其境内，幕府狮子乌龙雨花台诸山，皆
为险要之地。
且地当长江下流之冲，既具进展之资，亦复险固可守，固一重要地点也。
    (二)南京之地理    (甲)位置南京位于长江下游。
在江套之南部。
东距江口约四百公里，由空中向东北行直达于海，约长二百四十公里。
由铁路达上海，约三百一十公里，隔江与浦口相对，相距约一千公尺，为全国主要交通路线之中心，
四面环以城垣，长共三四·二三公里。
    (乙)地势南京各处地面高度，高出于吴淞最低水平之上约为五公尺至十五公尺。
城内南部地多坦平，东部略有高山，西北则小山起伏，唯无高出海平八十公尺者。
城外大小山陵甚多，所有山坡皆甚峻，东部之紫金山高出平地四百二十公尺，为全境最注目之处。
北部八卦洲南岸有一山脉，其中最重要者为老虎山，高一百八十公尺。
浦口近郊各处地多平坦而卑湿，夏季常为水没，唯其北则有高山一列，高出一百公尺之上。
南部诸山皆小，最著为雨花台。
紫金山东部山谷中，有石山围绕于其南，俗名青龙山及黄龙山。
又扬子江之两面江岸，皆有大幅地段，江潮涨时，每被淹没。
此南京地势大略也。
    (丙)河湖南京河流，以长江为最著。
长江从西南来，至江心洲南端分为二流，东部之支流即夹江也。
夹江至江心洲北端与主流复合，又北行在距下关二公里半处又分为二，包围八卦洲于其中，主流位于
八卦洲北，南亦夹江也。
主流更由东而东南，至八卦洲东端，复与夹江相合，再由是而东流，以达于海。
此江为南京水路交通之重要部分，轮船出入必经之。
至城垣西南东三部，皆为护城河所环绕，城内南部则为秦淮河所横贯，唯内地水路运输，只资护城河
而已，西北亦有一河名惠民，盖所以备船艇之避风者也。
城内湖沼甚多，其著者有西部之莫愁湖，东北之玄武湖，皆具美丽之风景，为都人士游憩之所。
    (丁)土壤及地层南京土壤可分二类，一为冲积之泥，一为肥土，后者见于城中各处，及西北部之斜
山。
泥土之泄水力甚微，每有相隔只二公尺之水池，水平即相差异。
城外之山，大半为硬脆之石质所成，石灰石甚少，其成分之最著为石英、沙石、孕子石等。
地层之主要方向为东西二向，而斜度则南向五十余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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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民居南京人口，据首都警察厅二十二年七月份调查，共有十三万三千四百九十五户，六十八万
一千八百五十五人，较之民元增加将及三倍，人口最稠密之部分，乃在城南，距长江最近处约六公里
，距下关约九公里，城墙以内之地域，计其面积，有四○·○八。
四平方公里，至省市划界后之全市面积，则为四七七·八四五平方公里。
    (己)温度南京气候中和，夏不甚热，冬不甚寒，情形甚似上海。
自有纪录以来，温度以摄氏表零下十三度为最低，以摄氏表三十七度为最高，超过三十二度之温度，
多在七八月之间。
民国十一年最热，其热度超过三十度者计有五十五日，普通自三月十九至十一月十四二百四十日中，
户外多不结霜，而自有纪录以来，最早之结霜日为十一月一日，最迟为四月六日。
    (庚)雨量 关于南京之雨量，每年平均约为一○八一三公厘，下雨日数约为一年百分之三十五，比之
徐家汇天文台所报告之上海每年平均雨量一一四七·九公厘，略为减少。
其中雨季可分二期，其一则四月一期，其一则六月至九月之期间也。
    (辛)湿度南京平均之潮湿度，与美国南加路连那州之查理土顿城相类，大抵湿度不如上海之闷人，
器物之发霉，亦不如上海之容易。
计其平均湿度，一月至五月约为百分之七七‘八，此期间内每月大抵相同，六月至九月约为百分之八
一至八三，其中以七月为最大。
即达百分八十三之数，十月至十一月约为百分之七十八，十二月约为百分之七十六，而每年平均湿度
，则为百分之七十九也。
    (壬)风南京亦间有大风，唯暴烈之飓风则罕有，普通风向，多为东，东北，及北三向。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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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京市市政府秘书处编著的《新南京》正文计11章，附插图27幅，内容包括南京史地概略、名胜古迹
、市行政组织、警政概况、市财政及地政概况、教育概况、水陆空交通、公共卫生、市救济事业、农
工商业、各机关社团地址诸多方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民国时期南京建市六年中的发展历程，是考
察民国南京建设不可多得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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