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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虞山和方塔，儿时熟识的塔影岚光，渐渐逼进眼帘，从-b底涌起对故乡和母亲
’

的仰慕和渴恋。平时我在报刊上看到或从人们口头上听到常熟的信息，总是聚

精会神地注视和倾听，为故乡和亲人的成就而欢乐，也为其困难而忧虑。我体会 。

。到人类心灵深处那种矗寻根’’、口认同"的强烈感情。一’“、、．．：’
’

‘’：

! ：自然，我对常熟的一切非常关心。《常熟文史资料辑存》我每册都抱着很大+

．兴趣阅读过，从中知道许多我以前略有所知或毫无所知的事件、人物、掌故。这次
’

《常熟市志》全部完成，我穷数日之力，通读一过。仿佛时光倒流，把我带回童年时’

．代的环境中，我所熟悉、我所热爱的故乡似乎在我耳边喁喁细语，诉说自己的生

． 平遭遇，使我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刻地了解故乡，使我在情感上、知识上得到了

． 极大的充实和满足s。 ，

’、_
’

，

，’《常熟市志》是一部篇幅宏大、卷帙浩瀚的大著作，包括概述，大事记、专志，，

志余，而以专志为主干，专志共27编、144章，内容涉及自然环境：建置沿革，工农：

生产、商业交通、财政税收、政法军事、革命斗争、党派团体、文化教育、文物园林：

‘民风习俗，人物传说等等，洋洋一百数十万字，可谓大观。其详备程度，超过了常 ．

熟历史上任何一部志书。此书叙述的断限，起于辛亥革命、民国肇建，迄予1985．．’

年。编纂工作已八历寒暑，四易其稿，经过许多人员和部门的通力合作，才完成了

这一规模巨大的文化工程。．’，’ ，⋯7 、t

·
．一5．

我的故乡是个经济发达的地区，被称为“鱼米之乡霄。口常熟静这一千几百年 ．

c、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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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的名称，就意味着常年丰收。我曾经去过全国的许多城市，也曾去各地农村

蹲点、调查、劳动，还很少见到过象我故乡那样富庶的地方。但常熟是个传统的

农业区，过去虽有一些纺织工业、加工工业，并不占重要地位。在十年改革中，常

熟市的乡镇企业，蓬勃兴起，快速腾飞，创造了经济奇迹，这是阅读《常熟市志》后

所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1985年，全市工业产值突破36亿元，工业产值占总产值

将近90％。常熟从传统的农业区变成了工业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县市中

名列前茅。

我为故乡创造的优异成绩感到高兴，感到自豪。在阅读《常熟市志》时，也沉

浸在思索和探求之中：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常熟的经济能够高速度发展?

当然，首先是由于党中央的正确指引，常熟市的领导和人民，在这10年之中，

，同心协力，上下一致，贯彻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摆脱了经济迟缓的状

。态，创出了一条迅速发展经济的新路。10年来，常熟市取得的优异成绩，说明了

改革和开放政策的正确，也显示了常熟父老同胞勤奋拚搏、改造河山、朝气蓬勃

’‘的精神面貌。·h- j
-|．．‘ ：， ■i

_ 其次，这里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气候适宜，河港交叉，土壤肥沃，物产丰

·t富。农业的丰足为整个经济发展确立了坚实的基础。这里的商品经济发展也较

早较快，商业交通发达，城乡交流畅通，人们商品经济的意识也较浓厚。这里又

离上海不远，靠近工业发达、设备先进、科技力量密集的中国第一．大城市，常熟经

济的发展大概受到了上海地区的影响和支援。 ’- 一

：‘1 第三，引起我最为关心和注意的是文化因素。常熟市是全国的历史文化名

，城之·，素称人文荟萃之区。历史上，学者、文士、诗人、画家很多，才俊辈出，人

杰地灵。当我读了《常熟市志》的教育编、科技编、文化编、藏书著述编，我更深地

理解到常熟市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良好基础以及多年来，投入之多、用力之勤、成

绩之大。我想，这应该是保证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文化教育的

发展，意味着人民有较好的文化素质，意味着科技知识、管理水平、经营能力、道

德观念、思想境界的提高，而这一切，正是发展经济所不可缺少的主体条件。我

国一穷二白，经济上贫穷、文化上落后，这是我国基本的国情，两者又是互为因果

的共存体，经济贫穷制约了文化的发展，而文化落后又影响了经济建设，因此，

治“白"必须治“穷"，而治“穷"又须治“自修，两者必须同时进行。积40年建设的经

验，我们逐渐地懂得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一个教育严重滞后、文盲充斥、理想

．失落、精神滑坡、人民素质低下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我读了《常熟市志》，强烈地加深了这一信念。常熟市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

原因之一，得益于它文化积累的深厚、教育的普及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建设者主

体的健全和完善应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常熟市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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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面积仅占全国的万分之一二，入i：1不到全国的千分之一。它在工农业和文，

：4 '‘化建设方面同步建设，相互促进，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它摆脱了贫穷落后，达到了。
i

’一小康并正在走向全面的繁荣富裕，这是一条可供全国参考借鉴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成功之路。 i ? 、。

j．． ．’ 一本好的地方志，应有严格的质量要求：体例允当、观点正确，内容丰富、材

料准确，条理清楚、文字明快。《常熟市志》基本上达到了这些要求。但我认为最

重要的是：它在提供地区知识的同时，对人们的思想深有启发，它勾划出了常熟。

70年来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详细反映了40年来常熟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

。

的努力以及取得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并非教条式地堆砌罗列，而渗透在丰1
． 富的史实、详尽的数据j清晰的叙事中。这部书是故乡父老兄弟姐妹们辛勤努 ．-．

．

。 力，建设家园，振兴桑梓的生动记录，也从一个地区反映了我国伟大社会主义建

． 设的沸腾生活。读完这部书，掩卷长思，我不仅更加思念和眷恋着正在建设故里

的常熟人民，而且沉浸在对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前途的深深的思考之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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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八年时间辛勤耕耘，《常熟市志》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是历史的记录，· ·r

。，-’时代的新篇，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成果。她的问世，是常熟历史上

．． 的一件盛事，是值得为之庆贺的。我是常熟人民的儿子与公仆，和这块土地犹如 ．

．+ ’．母子情深，读《常熟市志》感到格外亲切。 ．+

‘

．一常熟是著名的江南古城，历史文化悠久，修志代有相承。自南宋至清末，修
’

纂县志有22部之多，为历史名城叠起了一座座丰碑，为后人保存了丰富的文化遗 一

、。

。产。然而，一切社会文化，都毫无例外地受一定时代和阶级的局限。IEl志产生于一

z|封建时代，内容上重人文风土，轻生产基础，颂纲常名教，官吏士绅，贬劳动人一．，
。

民及其反抗精神，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 ．是不足取的。这次纂修新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既有继

， 承，又有创新，纵观全志，无论广度与深度，思想性和科学性都是历代旧志无可比·． ．，

∥ 拟的。其一，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比较客观地记述了辛亥革命以来常熟
’

：，． 4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巨大变化，纳市情于一志，寓贬

。’ 褒于叙事，优劣同记，得失共见，鉴镜可循。其二，按现代社会分工设篇立目，结
， 构严谨，统属合理。尤其重视经济部类记述，突出了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一地

“

之盛衰，历历在目，使志书的思想性、时代性、科学性、地方性融于一体。其三，全‘

志140余万字，分门别类，记述详情，资料丰富，言之有物，基础雄厚，是常熟地方。．

一部实用价值较高的地情书、工具书，案头一册，随手翻阅，定得益匪浅。 ．

v大家都知道，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嚣之功能。新编《常熟市志》有全

市古往今来的地理民情，有各行各业的发展沿革，有常熟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光辉业迹，还有值得借鉴，吸取的历史经验。它对于各级。’‘
‘‘

干部来说，是一部很好的资治通鉴，有助于我们了解地情，察古通今，增强政治远
、 见，实行科学决策，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说，是一份进行爱国主义．： ．

?1 ： 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的乡土教材；对于客居他乡的常熟籍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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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家JL女来说，是一份沟通信息以解思念之情的乡讯，是一条共谋计议、7
振兴桑梓的通道；对于曾经在常熟这块土地上战斗和工作过的老前辈，可以激起

对往昔峥嵘岁月的深深回忆，并从常熟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得到慰藉。

当前，历史的车轮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

前进路上纵然还存在着曲折和磨难，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认真地吸取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振奋精

神，团结奋斗，开拓前进，建设一个繁荣、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常熟的目

标一定能实现。愿我们全市广大干部和全体人民，用我们的双手谱写出更新更

美的历史篇章，以载入新的史册。是为序o +．

·’

中共常熟市委书记二一一I-'生l'口1一

．： ‘． 常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川悃7【’

r ．‘；j。· 豫 ．

一，，i

』。 ’ }。

1990年1月3日
一 i’

7．’ 一，

’

。

”

? ，

．+“一 ‘
”

f●

～

。4

44
|．

’
～

}j ．．

’。

?
。 ?

’
．：

√ t ．1’¨ 。一!’·
j，

I

。 j， j



o j
。’

p。： 。 凡， 例 “，
’．

‘

’
‘ i

j?
，’

‘‘
’’

’

．

。
’

’

j
’

，。、
。

-r

’

．

i
’

。

’ ’

?

： ’。·⋯：
’

j ’-’ ，’‘

～
．

。一+ 一，本志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系统记述常熟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原则
．

． 上，上限起于1911年辛亥革命，下限迄于1985年。为承先启后，自然地理，建置区域等编通 一．、
- 合古今I其余各编对某些事类的记述，上限均从实际出发，并不强求一致。大事记的下限延

伸至1988年。 ·

．、“
，

J．

一-

·．． ，．。：，本志以现行市境区域为记载的地域范围。由于历代建置变迁较多，抗日战争时期
‘

境内设置有跨县的民主政权，建国后又划出部分区域归属新设的沙洲县，为反映事物的完整

，性，故有些编章需涉及到邻县。 。，?，
·’

。．

， ．

．三，‘本志体裁，采用编、章，节，目结构，按现代社会分工，横分门类，以编为类属，以类系
’。

’’． “事，纵向叙述，辅以图表。全志以鼻概述一，。大事记才为卷首，专志各编为主体，鼻志余嚣为

一 “’卷末。叠概述斧纵横结合。综叙市情，总摄全书；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结合纪事本末；专志，按

：． 事类序列，设27篇；。志余一载常熟历代修志记略、考辨，存说及乡里传说。．一

， 四，本志人物编所载人物，以本籍为主。长期定居常熟并有重要业绩的人，也予以收录。。 。

在世人物不立传。为反映时代特征，对建国以来经省，军级以上授予各种光荣称号的人，设’
“

+．’ 英模榜记载。此外，在各编中用以事系人的方式，记述在各项事业中作出贡献的人物。
：

．
。， ‘五，本志资料采自历史文献、档案和口碑，均经过核实。为节省篇幅，一般不再注明出 _’，

j一 。处。建国后的各项统计数字，以市统计局提供的为准，也有少数采自部门统计。
’ ’

‘

，、：。 六，本志行文按‘江苏省志编写行文通则》的规定办理。有些名称需多次应用的，在各
， 1节爷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则用简称，如。中华民国劳，简称。民国一l。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简称键国以来爷，。中国共产党爷，简称。中共≯。对1949年～'1953年的币值，均已 ．+．．

，
折算成新人民币，文中不再另注。 ，‘一

4，
．，一

’

．；．

。1

’七，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旧纪年，公元纪年以括号附后，中华 ”j’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专章专节记述解放前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
、 权，军队，群众团体和有关人物的，亦均采用公元纪年。‘ ，’

一1。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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