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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常乐工作至今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和很多海门人一样对常乐并不

陌生。 孩提时父亲喝的颐生酒，读书时老师讲的张状元，工作后同事羡慕的

中南集团，几乎为每个海门人熟知，是常乐的符号。

因为工作，我接触了不少常乐人，包括乡贤，包括游子，拜访了一些关注

常乐发展的智者与能人，对常乐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 常乐，成陆于清雍正

六年(1728 年)前后， 1894 年因出生在西市的张枣高中状元而声名鹊起，解

放前曾被誉为海门"四大名镇"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常乐行政区划几经调

整， 20∞年、2012 年又先后与原平山乡 、原麟麟镇整合，目前镇域面积 98 平

方公里，人口 7.7 万人。

最大的情感就是最大的文化。 在阅读《常乐风物志》样书的时候，我仿佛

瞧见了那时潺潺流淌的小河、苍翠欲滴的树木、平坦狭窄的石街、粉墙黛瓦

的房屋，以及乡亲们劳作的场面 、饮食的习惯、吉庆的风俗……虽然我不是

土生土长的常乐人，但我相信"常乐"这两个字，对于常乐人以及在常乐工

作过的人来说，是始终跟生命的旅程萦绕在一起的，蕴涵着诉说不尽的回

忆、梦幻和想象。 正如《常乐风物志》里有太多的名字值得铭记，太多的故事

需要传承。

历史可以成为财富，亦可变成负担，有精神传承的历史则肯定是前者。

衷心感谢周至硕等一批默默耕耘的同志，通过他们艰苦细致、紧张繁忙的工

作， <常乐风物志》一书终于成稿并付印了，这是常乐历经近 3∞年沧桑变迁

以来的第一部本土人事专集。 无庸讳言，它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许多不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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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影响它潜在社会价值。 书中的那些人、 那些事集中展现出来的常乐精

神，为我们提供了几多回想的形象、色彩和气氛。 那些沉雄而清澈的温暖，是

可以起到不忘前人、启发今人、激励后人之作用的 。

今天，常乐已经获得了一个较好的发展基础，是南通市级中心镇、江苏

省文明乡镇标兵。 然而，要将常乐发展成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的

美丽小域，依然任重道远。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村庄变成或

融入城市，原来附着农村的千姿百态的各种传统文化元素变淡甚至消失，使

得人们对过去那种原汁原味的乡情民俗、桑麻农事等萌生了难以释怀的留

恋和需求。这些与大自然存有灵性的原始沟通，正是人类精神的源泉。 因此，

注重优秀遗产的传承，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人文与生态相和

谐，使未来常乐成为"乡村式都市"或"都市式乡村"也是我们编辑《常乐风

物志》的初衷之一。

春雨润青，夏日泼墨，秋草摇黄，冬雪飞白 。 但愿我们能汲取风物志所带

来的精神力量，创造更好的常乐，创造更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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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常乐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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