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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句容西汉置县，是江苏省建县2000年以上的13个县之

一。1995年4月，撤县设市，开始了历史的新篇章。

据考证，在新石器时代句容境内就有人类聚居；7000年

前已有农业氏族聚落。境内大部分属丘陵地区，居长江之滨，

位秦淮之源。雄踞东南的茅山，巍峨峻峭，洞天争奇，云蒸霞

蔚，碧水清流，为道教“第八洞天，第一福地”。屹立西北的宝

华山．群峰环绕，宛如莲花，素有“林麓之美，峰峦之秀，洞壑之

深，烟霞之胜”，为佛教“律宗第一名山”。物华天宝，人文荟

萃，句容诸多文化业绩，都已载入祖国灿烂文明的史册。

<句容历史文化新编>一书以史实为依据，时间到清末为

止．以翔实的材料记述了2000年来句容的历史文化。编辑出

版此书旨在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使之成为对青少

年进行“了解句容，热爱句容，振兴句容，献身句容”教育的好

教材。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要使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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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了解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了解我们党和人民的

辉煌业绩和优良传统，满怀信心地投身子祖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伟大洪流。”毋庸置疑，《句容历史文化新编》有助于

让句容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了解句容灿烂的历史，继承和发扬

民族精神，提高自尊心和自豪感，陶冶爱国之情，激扬报国之

志，付诸建国之行，为创造句容今天和未来的辉煌，为实现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大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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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国时期楚国金币一郢爱

2汉代铜镜

3南朝宋代玻璃杯

4南朝梁代井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

1元代青花云龙瓷罐

2隋代青瓷砚

3宋代茅山四宝一玉圭、玉符、玉印、呵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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