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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本县明、清两代六修《繁昌县志)).今

仅存康熙十四年(] 675) 、乾隆十六年(] 75]) 和道光六年(] 826) 三部县志。

民国年间，时因繁昌经济贫困，筹费为艰，未能修成;故自 ]826 年后繁昌修

志事业中断 ]60 余年，此间历史演变缺乏系统资料可傲。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多次倡导修志。这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有益事业，也是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进行国情教

育的极好形式。古人有言"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

人为镜，可明得失"，信不虚言。因此，编修《繁昌县志》不仅是时代赋予我

们的光荣使命，也是全县父老乡亲托咐我们的历史重任。

自 ]982 年 ]2 月成立繁昌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机构人员几

经调整。经过广征博采，勾稽史籍，实地考察，辛勤笔耕，历时十载，新编

《繁昌县志》终于问世。这是本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项新成果，同时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全志本着统合古今、详今略古原则和实事求是精神，汇集了大量的历史和

现实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记载了繁昌上下百余年，方圆百余里的自然、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力求做到上以承前志之精华，下以集各方

之灼见。

这部新方志，增录了大量经济内容，使人既可看到近百年来本县经济发展

的梗概，又可看到兴衰起伏的缘由;特别是记载了建国后生产力的解放，国民

经济的发展，以及一度背离经济和自然规律而走过的弯路;并着重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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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后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坚持改革开放，振兴国民经济所取得的巨

大成果。这就使我们可以鉴往知来。

从清志下限之日起百余年，正是中国政治制度发生历史性变革之时，社会

制度从黑暗、腐败走向希望和光明，历史内容极为丰富。本志不仅追溯了北伐

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的踪迹，而且突出记载了繁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艰苦卓绝的历史功绩;尤为着重记载了繁昌人民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为 600 多名革命烈士列

表、立传。这就可以教育子孙后代，励精图治，不忘创业维艰。

繁昌山明水秀，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本志着力反映地方特色，在篇目设

置和体例创新方面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由于编者缺乏经验，水平有限，加之资料残缺，疏漏错地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习写在各

一九九三年二月

铃 作者系中共繁昌县委书记，曾任繁昌县人民政府县长、繁昌县地方志编寨委员会主任委员。



凡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编篡而成。

二、本志取事，按照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着重记述现代历史和当

代现状，上限因事而异，下限止于 1986 年。

三、本志篇目结构，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从现代社会分工的

科学实际出发，将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等大类划细，平行设

章，计分 30 章，章以下设节、目，共分三级标题。另设卷首，以列序、凡例、

概述、大事记;设附录，以集存重要文献、优秀诗文、旧志序跋。大事记以时

为序，纵贯古今，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相结合。

四、按史家通例，生不立传。本志立传者多数是在繁昌影响与贡献较大的

已故人物，以卒年为序排列;未立传的烈士列表入志;对其它社会各界名人作

人物简介;在世人物确有必要记述的事迹，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载。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图表分别

附于各志之中。

六、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力求严谨、朴实、简洁。

历史纪年，民国前用汉字先写朝代年号，在括号内用阿拉伯字加注公元纪

年，并省去"公元"和"年"字，解放后均写公元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后"

系指 1949 年 4 月 21 日本县解放之后。

地理名称，凡记述历史沿革的古地名，首次出现时用括号加注今地名;其

余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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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 1984 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数

字依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七、本志资料，历史部分多来源于历代史志 p 近代内容主要录自省、地

(市)、县档案材料和专业志、乡(镇)志，并经过核实;建国后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各种统计数字，以繁昌县统计局统计数字为准，其他数字以各主管部门统

计数字为准;工农业产值，除标明当年价外，一律以 1980 年不变价计算。为

节省篇幅，一般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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