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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陈赎友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规模宏大的《江

苏省志》各分卷开始陆续问世了!这是我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也是我省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功在当
代，惠及子孙。

《江苏省志》是省人民政府主持编纂的大型地方资料文献。

全志共92卷，约4000多万字。内容从自然到社会，记述江苏
的历史和现状，展示了江苏人民在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辛

勤劳动、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宏伟业绩，特别是1978年贯彻改革

开放政策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编纂《江苏省志》的根本目的，在于提供我省准确、全面、

完整、系统的地情资料，为今人及后人了解江苏、认识江苏、发

展江苏提供借鉴，以期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之功效。
编纂《江苏省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是江苏人

民的迫切需要。我国历来有修志传统，江苏省又素有人文荟萃

之誉。但是，自清代康熙六年(1667年)江苏建省300多年来，

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江苏省志》出版面世。康

熙二十三年刊刻的《江南通志》，仍按江南省旧例，以江苏与安

徽合置。雍正九年(1731年)重修的《江南通志》，刊刻于乾



隆元年(1736年)，地域范围一仍其旧。宣统元年(1909年)设
江苏通志局，为创修《江苏通志》之始，此后，在民国7年
(1 91 8年)、民国1 8年和民国34年，先后4次动议，4次设局

编修，其结果是4次中辍。当时，先后出任总纂、主编的缪荃
荪、冯煦、庄蕴宽、吴廷燮，都是著名的大手笔，终因种种原

因，加上人事更迭，最后只留下部分铅印本和_大摞手稿。这

部《江苏省志》的最终出版面世，从而结束“内地十八省，唯
江苏无专志”的历史!

《江苏省志》工程浩大，牵涉面广，编修实属不易。自1986
年起步，到第一部编修的《江苏省志·陶瓷工业志》于1993年

交付出版，前后已历时8年，整套《江苏省志》全部出版面世，
还需要若干年艰苦的努力。在编纂过程中，动员组织了数千名
各行各业的人员参与这项工作。修志人员从研究情况、制订篇
目开始，到搜集、整理、鉴别、考证资料，撰写志稿，组织专

家、行家多次评审，对志稿反复修改编纂加工，最后定稿付梓，
这是众手成志的工作过程，也是一个相当严谨的科学的工作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辛勤搜寻资

料，并要通过社会调查挖掘抢救珍贵资料，还要集中众人的智
慧，字斟句酌，认真推敲，精心撰写，方能完成。这届修志，队
伍之庞大，组织之严密，方法之科学，都是以往修志所不可比

拟的。可以说，这部《江苏省志》，是我省修志人员肩负党和人
民的重托、辛勤笔耕的科学结晶。 ．

这部《江苏省志》，大部分资料来自历代文献和档案资料，

亦有部分资料采自口碑，皆弥足珍贵。编成这部巨型的科学著
作，除了修志人员努力的工作外，还依靠许多老干部、老同志

的大力支持以及许许多多孜孜不倦工作的无名英雄的配合。
地方志书的实用性极强，修志是为了用志。我们殷切希望

《江苏省志》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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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徐霞客之游记，更是国内科技著作的经典。进入19世

纪，江苏则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源地和研究基地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苏科技事业进入了全面振兴和

蓬勃发展时期，历经40年，已拥有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科研机

构、大专院校和较强的科技队伍，取得了众多的高水平科技成

果，发展了高科技产业，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历史的经验也告诉人们，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各

项事业发展的先导。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已成

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或者一个地区实力的重要标志。

1989年江苏省委、省政府确立了“科技兴省’’的发展战略，后

又充实为“科教兴省”主体战略，即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

者素质，促进江苏现代化建设，提出了科技进步的方向和目标，

切实推进江苏经济发展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使江苏经济连续

保持高位稳定增长。

《江苏科学技术志》的出版，将为江苏各级领导进行科学决

策提供历史借鉴，也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管理人员和企业家了

解江苏科技发展的历史，探索科技与经济的渊源和相关性，提

供了系统、完整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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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盗圾移

江苏省首部科学技术专志，是江苏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持

编纂的地方科技资料文献，历经十年，终于出版问世，这是一件

值得高兴的事。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我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百业齐兴，编修社会主义新方

志，在全国各地形成高潮。新方志具有时代的特点和丰富的内

涵，是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方

志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着特别耀人

的光彩。

中国地方志书种类繁多，国内现存的方志约8500多种，10

万卷以上，占全国古籍的十分之一，其中江苏现存的方志就有

800多种，素有“方志之乡”美称。但在这些浩瀚的方志中，却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有一部科技专志，珍贵的科技史料，偶有所见，亦多散附于他

篇。因此，编修科学技术志，是一项新的工作，是一种新型的志

书，是有重要意义的任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奠定的真理，

而人们的认识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使广大干部群众对这一真理的认识

有了新的飞跃。实践证明，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

的最重要和最活跃因素，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

学技术进步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主要动力，在发展外向

型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方面，更离不开科技进

步和科研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亦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基石。在

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手段，不

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形成了人类文化中宝贵的知识体系和

观念形态。这就是科学文化，它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思维方式、伦理

道德等精神生活。

江苏经济发达、科技先进、人文荟萃。《江苏科学技术志》全

书洋洋1 95万字，分农业、工业、公用事业、基础科学和科技管

理5篇68章，从古至今，全方位记述了江苏科技发展的历史轨

迹和现状，是江苏省一部很重要的科技文献，将起到“资治、存

史、教化’’的作用，对江苏“科教兴省"战略的实施，亦很有现实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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