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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赵金苗

新编《潜山县志》数度春秋，五易其稿，今天终于付梓。这是我县人民精神文明

建设中的一件盛事：

潜山古为皖国，历史悠久。古南岳天柱山，雄奇灵秀。境内北部林茂，南部粮

丰，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数千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辛勤劳作，自强

不息，创造了灿烂的古皖国文化和丰富的物质文明。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中，潜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斗，不屈不

挠，又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我们为生活在这块古老而新美的土地上感到自豪。昨天

属于历史。为了使我们的人民和子孙后代鉴往知来，认识潜山，建设潜山，新编《潜

山县志》在盛世修志的热潮中应运而生。它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潜山

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展示在人们面前。这无疑会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重

要作用。

潜山历史上曾八次修志，肇于明初而迄于民国。因坏于毁弃，仅存四部。这些

旧志，内容包罗万象，取事也有所得，且不乏精鉴之卷，但重人文而轻经济的缺陷

显而易见。今天，我们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指导思想、志书内容’、编纂方法等，都

不可与旧志同日而语。新县志在把握潜山县情的基础上，详今略古二，横陈百业，纵

述史实，并在整体性、科学性上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努力。

前人说修志，“非才无以叙述，非学无以搜求，非识无以厘正，而1又非明于政体

者无以审其益于治’’，说明了编志与识志的不易。1983年，潜山县委：县政府作出编

修新志的决定。从设立机构、组建队伍到修志全面展开并陆续出书，历经几届政

府。我躬逢其盛，续主其事，自然责无旁贷，力促其成。可以说，百万言之巨的新县



志，寄寓着全县人民的希望和重托，是社会力量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许多老领导、

老同志为千秋大业献计献策，精心审阅志稿，表现了对历史认真负责的精神；从事

编纂的同志，披沙拣金，笔耕不辍，做了大量工作，在为县人树碑立传的同时，也为

自己留下一行不被忘却的脚印。藉此志成之际，我谨向关心、支持潜山县第一代新

方志编纂工作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表示由衷的

谢忱!

披览全志，掩卷沉思，我愈觉得新县志份量之沉，同时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之

大，担子之重。在潜山工作多年，我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更感激勤劳、纯朴的父老

乡亲。每每追怀境内的先贤烈士，莫不心中肃然；而对刚刚越过温饱线、正致力于

脱贫致富的县情，工作更是未敢懈怠松劲。现在，新志纂成，明镜旁鉴，正好为振兴

潜山经济，为两个文明建设，具辅助之功，效资治之力。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征途中，通过全县人民的不懈努力，潜山

的面貌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潜山的历史将谱写出更加辉煌灿烂的篇章1

1 993年5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运用新观

点、新资料、新方法，遵循“存真求实”的方针，客观地记述潜山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

求成为一部资料性的科学著述，以发挥其“资治、教化、存史”的社会功能，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服务。

二、本志为中篇规模的篇·章·节·目体式，横{{h'-J类，纵述史实，纵横结合，以横领纵；述

古叙今，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侧重当代。

三、本志记述的区域范围，以潜山县1987年所辖的行政区划为限。建国前后划出的行政区

域，原则上不记述。

四、本志记事的时限，大事记始于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其他篇章因事而易，一般

是从事物的开端或从发掘到的史料最早的时间记起。下限到1987年。个别地方因特殊原因，

下延一段时间。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地(市)、县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县直各专业志、各区镇志的资料，县

直各部、委、办和群众团体及社会各界有关人士提供的资料，县党史、组织史部门和统计部门提

供的资料，县内外、省内外图书馆中的文史资料，旧本《潜山县志》、《安庆府志》、《安徽通志稿》

中的资料⋯⋯因资料来源途径繁多，故不便一一注明出处。建国后县国民经济数字，基本上以

县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为据，少数采用主管部门的统计资料。

六、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述、记、志、传、图、表、录，综合运用，以志为主，图表分附于各有

关篇章之中。

七、本志篇、章、节、目层次的编排和篇幅之长短，不求形式上的平衡与统一，根据编纂的需

要和资料的多寡，本着“形式服从于内容”的原则，因事制宜，灵活处理。

八、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以纪事本末体为辅，因未设“革命斗争”、“政治运动”和

“党委中心工作”专章，故这方面的内容均略记于《大事记》中。

九、入志人物，本着“生不立传”和“以本籍人物为主，近现代人物为主，正面人物为主，人民

群众为主”的原则，进行收录。排列以卒年为序。因篇幅有限，革命烈士只分历史时期和所在区

乡，收录其姓名(详情可见县民政局编印的《民政志》)。



十、本志遵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颁布的《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凡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的书写，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夏历和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则用

汉字，同时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年份。民国时期纪年，只在每节第一次出现时，加注公元年

份。

十一、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一般为法定计量单位。记述建国前史实中的计量单位，一般仍

用旧时期的计量单位，某些地方根椐需要作了换算或标注。

十二、本志记述建国后的工农业产值，1980年以前为当年不变价；1980年后为1980年不

变价。

十三、本志使用的地名和区划名，一般按当时的称谓书写。少数未查明当时称谓的，则按现

时称谓书写。

十四、本志中出现的“建国前”、“建国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立后；“民国时

期”，是指民国元年至潜山县全境解放时；“解放后”，是指1949年3月23日潜山县解放后；“文

革”时期，是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指1978年12月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以后j‘‘县委”、“中共潜山县委”，是指中国

共产党潜山县委员会；“县人委”、“县革委”、“县政府”、“县政协”，是指潜山县人民委员会、潜山

县革命委员会、潜山县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潜山县委员会。其他简化的词语，根椐

需要在文中加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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