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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县地方志序·l

新编《吴县志》经过许多同志多年的努力，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终于

问世了。这是吴县历史上一件盛事，也是全县精神文明建设结出的丰硕成果，可

喜，可贺!

吴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素以东南名邑著称于世。它环抱苏州

城，沪宁铁路横越东西，京杭运河纵贯南北，气候温和，湖山毓秀，土地膏腴，物产

富饶，享有“人间天堂”的美誉。但是，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它与其他地方一样，

面临着内忧外患，兵连祸结，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

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奋图强，艰苦创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

业得到飞速发展。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万象更新，百业兴旺，面

貌日新月异，1991年吴县位列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六位。河山的胜

迹，建设的伟业，先辈的睿智，今人的丰功，亟须铭志载史，以鉴古察今，彰往昭

来，发扬光大。

吴县修志源远流长，代有相承。自宋雍熙年间纂修《吴县图经》(已佚)以来，

截至民国年间，共编纂县志、乡镇志、专业志70多部，存世的则有60余部，其中县

志12部(内吴县6部、长洲县4部、元和县2部)，且不乏名志、良志，为我们留下了

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民国修志以来60多年，县志未有续

修之举，是为憾事。本世纪80年代以来，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迎来了盛世修志的

大好时光。1984年11月，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着手新县

志的编修工作。旋即抽调人员，组建班子，全面展开修志工作。经过300多名编采

人员广征博采，辛勤著述，八历寒暑，三订纲目，数易志稿，几经评议，终于编纂成

近二百万字的巨著，成就了吴县文化史上空前的伟业。新县志参修人员之众，收

集资料之多，卷帙编目之浩，堪称吴县历代修志之最。编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将丰富的思想内涵，浓厚的时代气息，鲜明的地方特

色和较高的科学价值融于一体，且能通合古今，横涉百科，资料翔实，归属得当，

结构严谨，文风简朴，给子孙后代留下了～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祖国的志乘园

地增添了一朵新葩。

稽古旨在鉴今，承先为了启后。新编《吴县志》全面反映了吴县的自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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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领域兴衰变迁、曲折起伏的历史面貌，重点记述了吴县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

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献身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程中排除“左一、

右干扰，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加速经济建设，治穷致富的艰苦创业精

神。为本县各级干部察古知今，熟悉县情，探求规律，正确决策提供了一部“资治

通鉴，；为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革命传统教育

提供了一本矗乡土教材，，；为客居他乡的吴县籍儿女和侨居海外的游子熟悉家乡，

沟通信息，服务桑梓提供了一座“桥梁修；为海内外客商了懈吴县投资环境，正确

明智决策提供了一份“咨询书’’；为国内外广大旅游者漫步人间天堂，领略湖光山

色，饱览人文景观提供了一张“导游图纾。总之，新编《吴县志》是一部认识吴县、熟

悉吴县、建设吴县不可多得的资料书、工具书、地情书。

新编《吴县志》的编纂工作是在前几任书记、县长的领导下展开的，能在我们

任期内出版面世，并为其作序，我们深感荣幸。每当人们开卷之时，定会念及全体

编著者辛勤笔耕、锲而不舍、匡谬纠错、一丝不苟而默默奉献的辛劳。在此，谨向

潜心修志的所有人员、单位，悉心指导的上级领导、机关，倾心审稿的专家、学者

致以衷心的谢意，感谢大家为吴县办了一件上慰祖宗，下惠子孙，裨益当代、遗泽

后世的好事l

过去已载入史册，未来尚待开拓。目前，吴县建设已进入跳跃式前进、超常规

发展阶段，全县人民必将谱写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篇章，载入新的史册，以垂范后

世，流芳千秋·

中共吴县县委书记于福南

吴县人民政府县长秦兴元

一九九三年四月一一’。’一’



凡 例

一，本志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反映吴县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o

=，本志上限原则为公元1912年，但为了反映历史延续性，承前启后，有些

章节通合古今，适当溯源；下限至1987年。大事记、人物传增记到1992年底。

三、本志记载的地域范围以今县境为主；历史上所属辖区内的主要事物例

当记叙，以保持连续性和完整性；如涉及长洲县、元和县、震泽县，则直冠其名。

四、本志采用卷、章、节、目结构，按现代社会分工，横分门类、纵向叙述。辅

以图表、照片。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结合纪事本末体。

五、本志所载人物，以本地籍为主；非本地出生，但长期定居本地并有重要

业绩者，也予以收录。在世人物不立传。其余均按以事系人的原则处理。

六、本志资料，录自文献、档案，采自口碑。解放后的数据，以县统计局的数

据为准，少数采自部门统计。

七、本志纪年方法，解放(1949年4月27日吴县解放为界)以前先写朝代年

号，后用括号注明相应的公元纪年(同一段内首次出现时加注)；解放后则以公元

纪年；清代以前月、日为阴历，民国以后为阳历；志内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八、本志所述名称，在各卷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则用简称。

九、本志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则照实记载，有换算值者，用括号注明

其换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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