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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方志，是一个地区或部门的“百科全书"，它是一部综合性的

科学，即：“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

各个领域。包罗万象，无所不载。它是以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

四化，有益后代C即存史、资治、育人)为宗旨，具有鉴往知耒的作

用"。自古以来，编史、修志对于治理国家、治理地方，都具有重要的

借鉴价值。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力，这就充

分说明地方志的价值和作用。

‘。地方志的编纂，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历史文库中的

一份特有的宝贵遗产。“乱世编史，盛世修志"，绵延数千年，世代承

袭。这次修志，也是历史赋于我们的光荣使命。

苍台乡志的编纂，纵贯历史，横贯二十余华里的境域沿革，湖泊

河流水系，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烈士名人、气象变异、风土人

情、自然风貌等方面最本质的东西得到了充分的概括，是苍台乡有

史以来第一部资料书。

我们编纂苍台乡志的指导思想是：‘立足现在，详今略已，详近略

远，尊重历史，古为今用。苍台乡志的问世，能使人民群众了解历

史，认识现在，展望未来，珍惜生活，奋发向上，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中起到有益的推动，也是编者的意愿。全体编纂人员在思想

上确立了责任感和紧迫感，为此付出大量的心血调查采访，广收博



取，反复推敲，去粗存精，几易其稿，最后审查定稿。

苍台乡爹委书蓑．．茎茇羔
一九九四年六月



凡， 例

一、在编写苍台乡志上采用编、章、节、目四层编写，目下分一、

二、三⋯⋯，有些内容较简的分章、节两层编写。全志立地理、政

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体育卫生、计划生育)、社会、人物共七

编，32章、1 1 l节。概述、大事记冠于篇首，附记、附录系于篇末。

二、体裁，采用文、图、志、表、传、录几种形式。文字表达采用现

代语体文，加注标点，并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

三、建国后的组织机构和常用的政治术语，首次出现时使用全

称，加括号注明简称。如：“中共苍台乡委员会"，简称(“乡党委’’>。

苍台乡人民政府简称(“乡政府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化大革命’’简称

(“文革’’)，“土地改革"简称(“土改”)。

四、历次政治运动，不单独立章、散见于大事记等编章之中。

五、生不立传，史家惯例，入传人物多为革命烈士和已故的有社

会影响的历史人物。

六、对封建时代采用公元和年号共用，(公元的年月日用阿拉伯

数字，解放前年号及解放后农历月、日用汉字)，中华民国以后采用

公元。

七、数字表达，各种名称、成语、顺序号，单独使用的一位数和后

少数不确切的数字(如六、七百人)用汉字，其余用阿拉伯数字。有



些两数相乘不等于积，两数相除不等于商，是四舍五人所致。

八、时限上边不等高。下边不一刀切。一般上自事物的发端，下

至事物的终结，除大事记外(大事记至l鲴眸)末终结的至公元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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