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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是汇集一个县自然、社会、人文历史等各方面情况的“全

书"。自古以来，人们要了解一县一邑的物土民风、沿革嬗变，无不凭

藉方志而对其了如指掌，从而对应兴应革的各种事项，在决策、施行

时有所借鉴。志书的作用，古今学人和有识之士论述极丰，并经历史

所证明，这里不须多说。

通州之有地方志，始于宋代，到民国初年，先后纂修14次之多。

经历千年，早期的志书只见存目，无版本传世。现存志书中，最早的

为明代嘉靖《通州志》，但内容过于简略。其后纂修的万历《通州志》，

内容虽较完备并获时人好评，但囿于志书体例和时代局限性，仅据

“省县入州”后的情况，记述了通州的地情文物，因而使后人对宋元

两代存在400余年的静海县历史不甚了了。晚清时纂修的最后一部

州志光绪《通州直隶州志》，所设门类和记述内容比前志较为完整、

详备，可是有些内容沿袭旧志，仍不免讹误缺漏。辛亥革命后州改为

县。民国初年纂成的《南通县图志》，于现代政务、实业、教育、公益等

有所发抒，其中采用近百幅比例准确的地图，使后人稽考清末民初

南通县情况时甚感便利。 ，

纵观通地现存州县旧志，大体一仍旧贯，记述内容重在官师、粮

赋，于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较少记载；至于科技工艺则视为雕虫小

技，仅于方技门有所反映而已。首部县图志对地方建设、物业产殖等

记述大有增益，并兼及人群的精神生活，确为一大进步。但是无论州

志或县图志，记人物都较重于名宦乡贤、儒林文士、“苦节义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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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造历史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大多存而不论。对人民群众谋

求社会进步、生产发展的活动极少正面记述，有些记述甚至不免歪

曲失实。通地自辛亥革命后建县以来，经历北洋军阀统治、国民政府

统辖、／＼年抗日战争及三年解放战争，全县人民为追求进步，谋取解

放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奠定了人民政

权的伟大基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人民继往开来，艰苦努

力40余年，把昔日的“乡鄙之区’’建设成为大邑望县，跃居全国百强

县之列。全县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文卫科技事业突飞猛进，财贸金

融繁荣兴旺，交通邮电四通八达。

从民国元年(1 912年)5月通州正式改为南通县，至公元1993

年初南通县改称通州市，整整历时80春秋。其间，县境不断发生变

化，县政权在解放前几度易帜，县治所在地数次迁移。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县内河山改观，各项事业蓬勃崛起，社会进步日新月异。

在社会变革运动中，无数志士仁人纵九死一生而无怨无悔；在社会

主义建设中，广大劳动群众虽艰苦备尝却乐于献身。在新的历史时

期，更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修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如果抛

却历史传统，不以修志为要务，致使县史失考，典范不存，处于当代

的人将愧对祖先，遗羞子孙。历届县领导与有志于地方文献史乘者，

对此均有共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纂修一部社会主义的新县志提供

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自1 980年夏开始，历任县领导都亲自主持南通

县志编纂委员会决策事宜，擘画经纬，审定纲目。本志上自自然环

境，下及社会民情，设政治、经济、文教、综合四大部类，其规模大大

超越前志的范围。完成这样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确非轻而易举。所

幸县直属各部门同心协力，翻尽案牍，广征博采，凡攸关全县沿革盛

衰的重要史实、数据，尽量收集起来，辑成县史县情的总汇。负责纂

修的地方志办公室同仁，兢兢业业地唯以修成一部较为完善的新县

志为事，其精神弥足珍贵。《南通县志》以10年准备，5年笔耕，终于

纂修成功，这是通州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南通县志》设正文37篇，前有概述，后加附录，并有各种图表。

其于县内风土人物、山川1道里、施政建置，以及各行各业的今昔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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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发展状况，都有较为详尽的记述；对前志讹缺之处，经过考辨则

有所补正。现代社会分工细密，建县80年间应记之事特多，《南通县

志》基本上做到了门类齐全，记述有序，脉络贯通，文约事丰。其指导

思想，体例章法，也符合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基本要求。当然，由

于众手成志，加之对编纂新方志缺乏经验，遗漏缺憾肯定难免，这都

有待于识者指正。但是，仅就本志现有成就来看，读后确实令人振

奋。我们认为，这部志书是海内外人士了解研究南通县(今通州市)

的重要资料；其于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得失因果、经验教训，都寓于纪

实之中，可给全县(市)各级干部以启迪，在工作中参考借鉴。这部志

书，也是向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乡土教材。《南通县

志》凝聚着通州古今人物创造的精华，所记人、物、事，不虚美也不隐

恶，显示出它的“资政、教化、存史”的价值，对通州的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事业，必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特作上述弁

言，表达我们的衷心祝愿，并对关心、支持和指导纂修《南通县志》的

上级领导暨专家学者，以及参与修志的全体同仁表示敬意。

中共通州市委书记 周通生

通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张永凯

199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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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例 1

一、本志编纂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实

事求是，存真求实，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37个分篇及附录组成。概述和大事记

列于卷首，附录列于卷末，各分篇按建置、自然环境、经济、政治、军

事、教科文卫、社会、人物为序排列。一般为篇、章、节、目4个层次；

视内容多少，在部分目下列子目或节下不设目。

’三、本志记述内容注意详今略古。上限一般自民国元年(191 2

年)废通州设南通县起，重大事件之发端，则略加追溯；下限一般至

1992年，大事记延伸到1 993年2月撤南通县设通州市时为止。记

述范围以现域为主，对1949年1月前原县域范围内发生的有些事

件也适当记述，以反映历史变迁和发展的全貌。

四、全志体裁以志为主，记、述、传、图、表、录并用。各分篇以类

记事，横排竖写。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兼用记事本末体。

五、除引用原文、原句和附录选载的文告及旧志序外，各篇行文

采用语体文。行文注意严谨、朴实、简洁、流畅、通俗易懂。

六、人物篇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以南通县籍为主。对南通

县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有重大贡献或影响的客籍人

物，也予立传。排列以生年为序，适当照顾活动时间。

七、历史朝代、地名、机构名称均用当时通称；对所用的旧地名，

尽量夹注今地名。

八、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用朝代年号，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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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于每一节开始时夹注公元年份。1949年南通全境解放后，一律用

公元纪年。

九、本志使用的建国前和建国后，是指1 949年10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成立后；解放前和解放后，一般以1949年1月

28日金沙解放为界，某些特定事件，则以1949年2月2日南通城

解放(也是南通县全境解放)为界。

十、本志所用资料，主要由县属各部门提供，一部分取自旧志、

档案、报刊资料和调查采访的口碑资料。数据，大部分以县统计局历

年的统计资料为准。各种产值数据为1990年不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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