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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句容西汉建县，是江苏省建县二千年以上的十三个古县之一。

县境宝华乡丁沙地文化遗址考证，早在7000年前句容就有农业氏

族聚落。几千年来，历经沧桑，民节俭而忌奢，富物产于勤劳，留下大

量丰富的文化遗产。县境东南之茅山，自西汉茅氏三兄弟修道定居

以来，为江南名胜，道教圣地，道家称“第八洞天”，“第一福地”。现为

省级风景区。境西北之宝华山，为江苏省自然保护区。山上有以戒

律著称的“护国圣化隆昌寺”，为佛教“律宗第一名山"。南梁萧绩墓

道之雄伟辟邪(俗称石狮)，为国内同类石刻之首。载入旧志的诸多

文化业绩，有的至今仍光辉闪耀，益泽后人。然而由于历史上兵燹灾

祸频至，句容大地受尽蹂躏，经济凋敝，地困民穷。

中国共产党成立，揭开了历史新页，给句容人民带来了光明，全

县人民在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长期斗争中，为打败骄横不可

一世的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具有光荣革命传统

的句容人民，于1949年4月解放以后，以历史主人翁的新姿，谱写

社会主义新篇章。尤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改革开放

政策，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全县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旧貌变新颜。

新编《句容县志》，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近百年来主要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句容的历史变革与现状。《句容县志》是时代的新篇，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其间的辛苦功过，自有后人公正评价，

亦如我们今天看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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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是县情的载体。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新县志，是一部反映

句容县情的较为系统的资料著作，它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句容、研究

句容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它既服务当代，又有益后人。今天我们肩

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荣使命，要从实际出发，建设句容，发展

句容，造福桑梓，就要用好县志，研究县情，熟悉县情，发挥县志资

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我们相信，新编《句容县志》定能很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成为

联系省内外、海内外各有识之士的桥梁和纽带。乐于为序，基因在

此。

中共句容县委书记 罗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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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是文明古县，具有修志的历史传统。据《茅山志》记载，宋绍

兴二十年(1150年)，南丰曾恂孚仲昭台道士傅霄子昂修《句曲山

记》四卷。之后修志传统一直相传。句容现存旧志七部，其中县志四

部，山志、湖志三部。值得一提的清光绪《续纂句容县志》，是由知县

张绍棠等107名热心修志者捐银洋5000余元纂修。民国时期组织

过修志，未成。新编社会主义《句容县志》，始于改革开放初的1983

年，历经四届政府，五任县长(汪天恒、方之焯、贡家荣、罗荣根和

我)，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通过省、

市验收，交付出版。

句容山川1秀丽，文化悠久，吸引过诸多帝王贵客文化名人游览

名山胜迹。经济上被称为“京畿首县"、“南甸大邑"，后来由于兵燹灾

害，屡遭破坏，经济衰败。新中国建立，使古老的句容获得新生。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改革开放，加快了句容脱贫致富、奔向小康

的步伐。工农业总产值，1978年为2．24亿元，1992年已达40．16亿

元；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为1．42亿元，1992年上升到14．01亿

元；人均国民收入，1978年只有237元，1992年增加到2356元。十

四年的改革开放，使句容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全县综合实力都上

了一个大台阶。地处茅山革命老区的句容人民，已经实现温饱，可望

在国家“八·五”计划末提前实现小康。
’

历史上句容是农业县，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使句容经济结

构发生较大变化。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50年只有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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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上升到45．6％，1992年已达81．6％。外贸龃口总额，解放后

很长一段时间数量很小，到1985年只有1109万元，近几年发展外

向型经济，外贸出现飞跃发展态势，1990年突破亿元大关，1991年

达2．4亿元，1992年继续翻番，已达5．37亿元。

句容县城是个古城，始建于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丹阳

郡十六城之一。解放初期县城只有4000余间房屋，7000余人口的

小镇。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县城市政建设日新月异。近

几年，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一个个住宅小区相继建成，新建成的

60米宽的华阳路格外引人注目，形态各异的霓虹灯，与绿岛花木相

映，光彩生辉。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也是编写《句容县志》的主人。让

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指引下，在中共句容

县委的领导下，去谱写句容未来更加灿烂的篇章。

句容县人民政府县长朱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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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按当年区划，系统记载句容县自然和

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全面反映时代特点和县情特色。

二、志中记事，立足当代，通贯古今，详近略远，重点记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变化。断限时

间，上限不限，一般从每项事业或事物的发端为记述起点，下限迄至

1985年，但大事记记述至1990年。

三、本志按事物性质设篇，从实际出发，下分章、节、目，横排门

类，纵述史实。篇的设置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分工所限，以类采

事，同类事物均编入同一章节。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以记、志、传、述、图(含照片)、表、录

等为主要表述方式。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本末体相结合，为全志之

经，概述总摄全书，图表随文设置，照片集中采用。

五、全志除《概述》和各篇、章的无题序外，只记事实，一般不作

评论，寓褒贬于记述事实之中。

六、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党派、机构、职务均以当时名称记

载，不冠褒贬词语，不以今称代替，人直书姓名，不加称呼。日军侵占

时期所扶持的政权，在名称前加“伪”字。

七、本志不为生人立传。所收人物以近现代为主，兼收有影响

的古代人物。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兼收客籍。革命烈士入英名录，

少数功绩卓著者立传。

f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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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资料，古代部分多源自历代史志，近现代内容主要采

自档案材料和各编志单位整理的史实资料。经鉴别核实后入志，一

般不注明出处。凡统计数据，以县统计部门资料为准。

九、纪年采用双轨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朝代年号

加注相应的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解

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4月23日句容解放之日为界。

十、有关数量、计量的记述，按《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

境内距离以公路营运路程为准。水利、航道高程以吴淞口零点为起

点，余均以1956年黄海系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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