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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新编<丹阳县志>定稿付梓，

即将出版问世，这是丹阳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

是丹阳人民向党的生日献上的一份厚礼，可喜可贺!
’

新编<丹阳县志>，上溯周秦，下迄1985年，上下数千年，洋洋百

余万言，主要记述了民国以来丹阳的史实，反映了丹阳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和现情。丹阳是江苏省建

党最早的县份之一o 1925年4月，丹阳建立中共丹阳支部，不久即建

立中共丹阳县委。此后，丹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7年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人民群众高举抗日自卫大旗，纷纷组织抗日自

卫队，成立抗日自卫总团o 1938年，新四军挺进苏南敌后，开辟和创

建了以茅山地区为中心的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丹阳党组织获得重

建和迅速发展，抗日地方武装不断壮大，建立了苏南抗日根据地的

丹北、丹南(茅山)两大块游击区，成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

要地。其间，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暴，不怕流血牺牲，进

行了反“扫荡"、反“清乡99反“封锁"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

一次又一次重大胜利，为抗日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战争时

期，留守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执行“坚持斗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争取胜利”的正确方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动和依靠人民群

众开展反“清剿”和抗丁、抗粮、抗捐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

反动派，为解放丹阳做了大量准备1二作。新中国成立后，丹阳获得

新生，人民当家作主，努力进行政权和经济建设，走上了百业俱兴、

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实行改革开放，民心振奋，政通人和，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民

生活蒸蒸日上，进入了日益繁荣的昌盛时期。新编《丹阳县志>详尽

地、准确地记述了丹阳这段可歌可泣的近现代史实，为今人和后人

提供了党建、施政等多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是我们了解市情、

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的乡土教材。我们相信，它必

将日益发挥其“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如今，80万丹阳人民在中共丹阳市委的领

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同心同德，奋发进取，自强不息，正在谱写着更加壮丽的历史篇章!

中共丹阳市委员会书记陈耀南

199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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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编<丹阳县志>出版问世，向社会奉献了一部经世致用的地方

文献。这是丹阳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殊可庆贺o
：

丹阳历史悠久，自秦初置县，迄今逾两千年。其县志编修亦源

远流长。自南宋宝祜年间邑人蔡逢修的<丹阳志>，至民国16年

(1927年)印行的<丹阳县续志>，凡9次o 1978年以来，丹阳认真贯

彻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值此盛世，国家倡导

修志，丹阳闻风而动，于1983年相继成立县、乡镇(公社)、部门修志

机构，参加资料征集和编纂者达200余人，历时8年，4易其稿，今终成

付梓，令人欣慰o

新编<丹阳县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编修的

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此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一。

它上溯周秦，下限1985年，而以民国成立以来的史实为其新续部

分，翔实地记载了丹阳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历史和现

状。全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4大部分。专志设31卷、154

章、493节。体例完备，篇幅宏大，卷帙浩繁，共150余万言。在民国

成立以来的70余年间，丹阳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

争、全国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其政治制度之变革，

经济制度之更易，地理山河之改造，都在新县志中得到准确的记述

和全面的反映o “志为信史，为一方之全史"o新县志纳丹阳之全

情，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它记载了丹阳所经历的由封建社会、半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社会变革；记载了由贫困落

后走向繁荣昌盛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记载了丹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改造社会、征服

自然，创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斗争历史和光辉业绩；也记载了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历史是一面镜子，爱

国爱乡，建设家乡；务，必爱志用志i借鉴历史，以承先启后，继往开

来，创造出更为壮丽辉煌的业绩o：

，一：’<丹阳县志>付印，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喜庆骈臻，心潮

澹荡o<诗经>有云：“凤皇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o"

谨塔此祝愿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乡如凤鸣高岗，旭日东

升!’．一。j～ 。j：-．j ：’

．此志修成，费工费时，洵非易事。修志过程中始终受到市(县)

委。市(县》政府的重视，‘受到各部门之各乡镇有识之士的关心和支

持，修志8载，．全县广大修志工作者辛勤笔耕，默默奉献，可赞可歌，

谨在此一并致谢!．、 。。，一 、 ．

。：。t：j‘：? ；∥； o：、： i．，。，

’

、

!-凳品蠢会嚣墨譬轰薏胡志贤； 丹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叫岫’一
’

。。， ．‘ ’1991生g 7月



＼

凡 例

凡侧 ，l·

一、本志由概述、大事记、31个分志和附录组成，分志序列为地理、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结构采用分志并列体，一般分卷(分志)，章、节3个层次。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除大事记延伸至1990年外，其他下限至1985

年。

三、分志以类记事，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

相结合形式。体裁为记、述、志、传、图、表、录并用，以志为主，照片集中卷首，
图表随文需要安排。

四、行文采用语体文，重在记述，文风力求严谨、朴实p

五、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按“宜粗不宜细”原则分别载入大事记和有

关分志。

六、1949年前，采用旧纪年，并于每节(日)首次使用时加注相应的公元纪

年；1949年10月1日起采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中使用的“建国前(后)”，是指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前(后)；“解放前(后)”是指1949年4月23日丹阳解放前(后)o

八、人物志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以丹阳籍为主，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

贡献者，或有较大影响者为主。

九、数字用法一般￡2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按1984年

<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记述解放前内容涉

及的旧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照实记录；记述解放后的旧人民币换算成新版

币，并在每节首次使用时用括号加注。

十、本志资料取自史书、档案、旧志、报刊、专著、口碑等，经考证筛选入志，

文内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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