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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收录了史学家朱偰先生的著作，包括《南京的名胜古迹》、《金陵览古》、《金陵小品》、《南
京的六朝遗址》、《明代之遗迹》、《近代之玄关祠宇之梵刹》等等。

朱偰 男，字伯商，1907年4月15日出生，浙江海盐人著名财经专家、国学大师、文物保护专家。

北京大学政治学本科毕业，德国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国立编译馆编审，
民国政府财政部秘书，财政部关务署副署长、署长，解放后历任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江苏
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省图书馆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
南京历史学会理事。

朱偰出身于浙江海盐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长子。
朱偰自幼受庭训，精研文史，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1919年入北京第四中学学德文，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5年入本科读政治，以史学为辅科，1929
年毕业赴德国入柏林大学攻经济，兼修历史、哲学。
 193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国立编译馆编审，年方25岁，讲授财
政学、世界经济、经济名著选读等课。
次年任系主任，增聘武育干、厉德寅、余精一、雍家源、刘南溟任教。
对当时我国废银元实行纸币制、反洋货倾销、关税自主问题等做专题讲座，在各大报刊发表论文，从
此名声鹊起，并使中大经济系大负时誉。

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后，应财政当局之请草拟战时财政计划，提出以租税支持公债，公债保证通货，
防止通货膨胀，以筹措战费。
1938年12月4日在重庆的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演说，力主维持法币，稳定汇价，以安定金融，加强抗
战力量。
财政部长孔祥熙会后即派员邀聘他为财政部兼任秘书，在部务会议上他再三申述增加税收稳定货币的
建议，但当局对他提出的提高所得税率、举办战时利得税、试办遗产税、奖励反走私等措施均未采纳
。
三年后，他辞职改任新设的专卖事业司司长，抗战胜利后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去越南接受日本投降
。
1944年6月后被任为财政部关务署副署长、署长。

1949年春，朱偰拒去台湾毅然返回南京，几天后刘伯承和陈毅特设宴招待。
朱偰回中大经济学任教授，不久任系主任。
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的经济系并入复旦大学。
他仍被任命为系主任，但江苏省不放，任命他为省文化局副局长，分管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兼负省国
画院筹建任务。
“反右”运动时被划为“右派”，撤销职务，后下放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其后又调到南京图书
馆工作，具体工作为编辑马列主义专题目录。
1961年摘 “右派”帽后任江苏图书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朱偰一生中的最后十年，虽在政治上屡受贬屈，但他治学态度的严谨仍一如当年。
他对金陵古迹的热爱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也丝毫不减，继续着他酷爱的中外历史和南京明故宫遗
址的研究，撰写了一批极有价值的研究性文章和精心绘制的南京古迹图。
遗憾的是，未等发表，“文革”浩劫开始了，他费尽心血的学术成果在这场动乱中荡然无存了。
1966年八九月间遭多次抄家，家具被抢光，磁器全被砸光，存书被焚烧光；在“清理阶级队伍”中，
竟被疑为“国民党特务”，而惨遭毒打；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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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开朱偰的批斗会，要他交代反党罪行。
他在交代时却将刘伯承、陈毅接见他的情况说了。
他的本意是说共产党对他的信任，他并没有说反党。
但造反派却阻止他说下去，认为他说这些是涂脂抹粉，美化自己。
之后，朱偰被隔离审查，要他在一间很小的阅报室写书面交待。
之后造反派发现他写的却是回忆录，即没收了；第二次他仍然写回忆录，又被没收；第三次他写的还
是回忆录；等到第四次，他顶不住无情的风雨，选择了自杀。
1968年7月15日早晨，人们发现朱偰在南京图书馆大门口水泥地上仰面躺着，没有请法医鉴定，就被草
草火化。
他死前写好遗书：“我没有罪。
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
学识精深，卓著浩瀚：
朱偰先生是文化名人，有极深的国学修养，1926年8月，朱偰写了一论、再论《五言诗起源问题》刊于
《东方杂志》，1930年写成50万言的《日本侵略满之研究》一书是国内研究东北问题的第一本专著。
其译作有《漪溟湖》、《燕语》等；小说有《泡影》、《怅望》、《流到人间去的红叶》等。
他的文学作品（诗歌以外）有41篇（册），游记71篇，经济论文62篇，金融货币论文49篇，分别发表
于《东方杂志》、《留德学志》、《国闻周报》、《国民公报》、《中央日报》、《财政评论》、《
经济周报》、《外交评论》、《财政学报》、《申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
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则多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和《理论学习》上。
《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
解放后期间著有《南京的名胜古迹》、《中国人民开发台湾反对侵略斗争史略》、《郑和》、《玄奘
西游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关系和文化交流》、《元大都宫殿图考》、《玄藏西游记 
》、《郑成功—明末解放台湾的民族英雄》、《江浙海塘建筑史》、《苏州的名胜古迹》、《南京的
名胜古迹》、《昔日京华：三种》、《漂泊西南天地间（现代名人游记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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