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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人民翘首以待的新编《泰县志》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付梓，

感到无比的欣慰! ：，‘

， 中国向有修志传统。明万历以来，涉及泰县的志书不下1 6部之

多，为泰县人民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为我们修志提供了‘宝贵的
‘

资料。但民国中期，修志中断；建国迄今，又历四十余载。盛世修志

不仅可补历史之遗缺，且可为今后之借鉴，自有其特殊之重大意义；

新编《泰县志》，主要以泰县现行行政区域为记叙范围，以马列主义i
，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全面记述泰县

自然和社会变迁，可谓自明代以来全方位反映泰县历史和现状的社

会主义新方志。 j
’

：志书涉及方方面面。编撰者殚精竭虑，广征博采，探本求源，去

伪存真，去芜存菁，并从本县实际情况出发，以现代社会分工为依

据；谋篇布局，上下贯通，六度寒暑‘，三易志稿，终于在1992年底编

成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县志，并经省市专家学者评审通过。新编

《泰县志》资料翔实，结构严谨，观点正确，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

律于兴衰之时，融思想性、资料牲、科学性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

精神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为我们认识泰县、治理泰县、振兴泰县提供

了极珍贵的借鉴。她不愧是二部兴县富民的工具书，也是开展科学

研究的珍贵资料，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新编《泰县志》凝聚着全体编纂人员的心血。虽有不足之处，但



瑕不掩瑜。他们以辛勤的劳动，为泰县作出了一件利于当代、惠及子

孙的好事，功不可没。在《泰县志》编纂过程中，也得到省市方志界专
家学者的悉心指点，县内各部门、各单位的通力协作、密切配合，以

及革命前辈、社会各界耆老的热情关怀和支持。因此，她又是集体智．
慧的结晶。

、

温故而可知新，知史方能明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

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振兴泰县，也必须从泰县的县情出发。新编

《泰县志》诞生在县情大调查的基础之上，上自国民元年，下至1987

年，一县乡土风情，录存其中，兴衰成败，展卷可得。因此，新编《泰县

志》的出版，必将得到各行各业、各界人士的欢迎。从这部志书中，我

们可以探索前人的治理经验，观兴衰，明得失，通古今，察未来，真正

做到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把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扎实，把泰县建

设得更好。我们坚信，泰县人民一定能继承光荣传统，谱写出无愧于

前人的壮丽篇章。

中共泰县县委书记

泰县人民政府县长

弘竞父

薏琴敢
一九九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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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异略同，力求全面

记述泰县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述范围以一1987年境域为主。为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对

民国时期县域范围的主要历史事物，亦作适当记述。

三、本志上限一般为民国元年，建置区划、自然环境等篇通贯古今；下限

1987年。大事记、人物篇下限延至1991年。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等形式j辅以图表，横排门类、纵向记述，分

篇、章、节、目，层层相辖。 一·．·

五、行文采用语体文，重在记述。

六、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适当结合纪事本末体。 ．

’‘

七、人物，按通例生不立传。传主不论职位高低、，以品德高尚或技艺出众、

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本籍人为主，在境内有较大影响的客籍人亦作记载，均按

卒年先后排列。
。

八、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旧志稿、报刊、专著等。鉴于历史原因，造成资料

缺漏。经过调查考证，采用较多I=／碑资料。 +．

九、本志的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

唯民国纪年因加1911年便是公元纪年数，故不再加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简称建国后)以公元纪年。

十、计量一般采用1984年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一

般照实记录。旧币则换算成新人民币值或加注。 ，

十一、本志数据以统计局当年行政区域统计数为准，缺项则用各有关部门

数字。对比数据均接1987年行政区域统计(1980年不变价)。数字记法按国家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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