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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照第3幅文字解说部分第6行“陈海楼(前排左二)静

注：陈海楼不是少将，不是六安县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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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j专

盛世修志，自古而然。今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四化宏

业，神州大展。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六安县志》完成编

纂，付印出版，其影响之巨大，意义之深远，自当不必赘叙。

六安，建制悠久，历史光荣，古往今来，人杰地灵。古代

有皋陶、英布，文治义勇，千载传贤。现代是革命老区，英勇

悲壮，为全国九大将军县之一。六安，地跨江淮，衔抚群山，

幅员广阔，物产丰盈，雄居全国农业百强县行列。县内山水

宜人，名胜居多，其中石笋奇峰、嵩茹泻乳，钟灵毓秀，堪称

一绝。六安，建国后四十余年发展较快，举世闻名的淠史杭

总干渠枕卧境内；工业从无到有，现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

自己的特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经济建设和各项

社会事业都呈现了勃勃生机，展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

本部志书，上续晚清同治年间所修《六安州志》，下至
公元1 986年，其问1 00余年的历史沿革、社会沧桑、政治

风云、经济运行、文苑兴衰、民情演化，尽有所记；编纂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据史详实、秉笔直书、分门别类，繁简得当、语言通

俗、朴实无华，是一面价值较高的历史明镜。让史实昭示今

人去沉思、探索和总结，以激励我们继往开来，努力奋斗，

创造出更加美好灿烂的未来。



2 一序
言

《六安县志》的修成，凝聚了编纂人员的心血。他们足

踏千里，书翻万卷，含辛茹苦，伏案耕耘，这种对历史、对人

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当与史同存。县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

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极大关怀和支持，得到了许多老同志，

特别是史学界老一辈的热心指导和教正，更使我们非常感

激。值此书成事就之际，我谨代表中共六安县委、六安县人

民政府、六安县志编纂委员会，向所有对《六安县志》编纂

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致以真挚而崇高的谢意。

汪国俭

1 992年8月于六安

注：本文作者系中共六安县委副书记、六安县人民政府县长、六安县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主任。



凡 例

一、《六安县志》是在中共六安县委领导下，县人民政
府主持编纂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本志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准则，实事求是地

记述本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根据“详今略古’’和“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的原则，

本志内容力求承前启后、古今联贯、横排门类、纵写事实，

各专业因事而异，上限无统一规定，下限断至1986年底。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

主体。全书为平行章节体结构，专志分项记述各项事业，计
j 30章135节382目。

’

四、对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本志采取“宜粗不宜

细、宜略不宜详、宜分不宜集"的办法，分散记入《大事记》

和各有关专志之中。。

五、本志入传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修志通例，以本

籍现代已故人物为主，分组按卒年顺序排列。为了充分反

映本县是全国九大将军县之一的特点，本籍健在将军也列

入简表；建国后的先进模范人物名录，以安徽省总工会编



凡 例

印的资料为准。 ．

六、本志记事除引文外，采用现代汉语书面语，并用国

家统一规定的简化字和标点符号。数字用法执行1986年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采用国家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

个别地方仍用旧制的，一律以括号注明；其中统计面积，凡

以亩为单位的，均为习惯亩，工程规划或设计面积为标准

亩(666．66平方米)，习惯亩一般大于标准亩，由于本县各

地习惯亩数值不等，故无法精确换算；重量单位“石’’，也因

同样原因，无法换算。

七、本志纪年，封建王朝以朝代和帝王年号纪年，用汉

字书写；辛亥革命后至公元1949年前的时期，以民国纪

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公元1949年

始，即以公历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纪月纪日，凡公历

皆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农历用汉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的纪年需用公历对照者，只在每章第一次出现时以

括号加注，其余一律不注。+

八、本志行文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用简称

“建国前、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

五”计划，余类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

命”或“文革”；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简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余须用简称的，在

每章第一次出现时，以括号注明，后文不再加注。

九、六安城区为地、县、市三家党、政、军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的集中驻地，尤其是县以环状布局在市境周围，许

多具体事项与数据无法机械分离。如县直机关、单位的人

口全部划入市内计算，全县总人口数中不包含此项数据；

县、市交界处一般均无车站，公路里长皆以六安城为中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3

包含市内里长；此外工、商、城建、供电、邮电、金融等部门

在城区的某些事项与数据，皆为三家所共有，无法分拆。余

事类推，本志正文中不再一一加注。

十、本志材料，大部分来源于县直各部门、各单位编写

的专业志稿、提供的史料及旧志和省、县档案资料，也有部

分口碑资料，为了节省篇幅，不予一一注明出处。各种统计

数字均以县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为准。

十一、志成付印之时，适逢六安县、市行将合并，六安

县人民政府责成县志办增写“1 987年～1 992年县情综述”

一文，列于全书附录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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