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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序

我怀着十分欣慰的心情，祝贺《池州地区志》编成问世。

《池州地区志》是一部纵述池州自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建置以

来的地方史书，又是分门别类，记述全区各业状况的百科全书。它的编

成和出版发行，是池州地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件大事。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在我国当今行

政区划中，地区虽是省委、省政府的派出机关，但实际担负着一定行政

区域内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池州历代都是州、军、路、府治之地。“山

川清旷，俯瞰大江，清溪南来，九华东引”(明嘉靖二十四年《池州府
志》)。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通过世世代代的交往，形成凝聚力，创

造出较大的区域经济。新中国建立后，池州地区经历两撤三建的历史，

1988年8月，国务院批准组建新的池州地区。新区组建后，急需要一部

提供地方历史借鉴的书，以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地

方优势，做好工作。可以预期，《池州地区志》的出版，将为池州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和加快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池州地区志》融天、地、人、事、物于一体，以地理开篇，开卷即得知

全区自然环境与资源物产诸情况。 ．

《池州地区志》以经济部类为重点，较为详尽地记述了本区的经济

建设状况。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记述了工、农、商、财及人民生活水平

等史料，均显示出池州“靠山临江"的区域经济特征。

《池州地区志》以比较大的篇幅记述了本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体育等项事业和以九华山为中心的旅游业的发展状况。翻阅《池州地区

志》，可知池州悠久的传统文化，饱揽池州风光、民情。

《池州地区志》着重记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池州历

史和现状，池州近现代的发展史在这部志书中均有所展现，所记述的史

料，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革命胜利和当今改革开放的必然性。90年

代第一春，江泽民总书记指示：全国各地要加强国情教育。地方志是地

情之书，国情是由地情综合而来的。因此，《池州地区志》能够成为向池，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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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国情教育和地情教育的教科书，是当前爱国

主义教育的好材料。 ，，。

本届修志，自1991年开始，至今5年。由于中共池州地委、池州行

署的重视，各方大力支持，经过编纂者的努力，终于攻克了新区组建迟，

历史档案零乱不全的难关，打开了修志工作的局面，取得了今日之成

果。历中上编纂地方志的任务，几十年难逢一次，甚至上百年难逢一次。

旧中国的最后一部《池州府志》成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距今已

217．年，而新编《池州地区志》的编纂还是从现在才开始的。池州地区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组建于1992年4月。我有幸参加第一届编纂委员会，

和地委、行署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为修志尽力，自维汲深绠短，幸承上级

志办和省内专家学者悉心指导；对志稿深度加工，玉琢于成。

修志是一项文化系统工程，需要编者进行多学科研究。编纂《池州

地区志》的工作，有200余名地区直属单位和县、市、处的干部参加，尤

其是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他们奋战在修志第一线，笔耕5年，极

度辛劳。历史将铭记所有为编修《池州地区志》作出贡献的人们。

季昆森
1995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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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是皖西南靠山临江的一块土地。开发历史久远，自然环境优

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境内有史称“莲花佛国"的九华山；有被誉为

“中国鹤湖"的升金湖水禽自然保护区和牯牛降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

长江流经区境北缘161公里，堤外临江怪石嶙峋，百舸激浪，帆影渔歌；

堤内风翻稻浪。平畴如毯，莲藕飘香。凡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国内
外友人到池州来，无不称赞这里山川形胜之美、鱼米茶林之富，地下矿

产之多、传统文化之丰。

新中国成立后，池州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方面都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池州进入了一个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1988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重建池州地

区，至今整整7年。7年来，中共池州地委、池州行署领导全区150万勤

劳勇敢的人民，按照党中央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经济的要求，励精图治，

艰苦创业，稳农强工，活商兴游，重科兴教，使池州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

业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 994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已突破了50亿元，

乡镇企业产值也突破50亿元，分别比1988年增长5．56倍、12．5倍。

财政收入比1988年增长了1．8倍，农民人均收入比1 988年净增648

元；全区水、电、路各项基础设施初具规模，从而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招

商引资打开了新的局面。。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可以说是代代相传，绵延

不断。宋代端平二年，池州知州王伯大就编纂过《秋浦新志》，是为池州

最早的地方志书之一。中国的地方志书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有重要

的文化地位和历史地位。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新观点、新

资料、新方法编修出来的社会主义时期新地方志，对于一地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将发挥巨大的功用。我作为一个地方的当政者，能够

有机会主持编修新的地方志，感到无尚的光荣。这里有两种意义：一方

面通过修志，汇集和熟悉地方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历．．
， 乙D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言二

为鉴，以便为发挥地方的经济优势．，恢复传统生产、

生态平衡等方面，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

也算是我们当代人对后人的一个交代，一种汇报。

的《池州地区志》是充满热爱的。值此志书编成面世
上数语，权以为序。

季昌清
1 995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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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池州地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区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

现状。

(二)本志统贯古今，详今略古。记事上限自事物发端，下限一般断

于1 993年，个别事物延伸到志书发稿出版前。
(三)本志采取以类系事，类为一志，横排门类的原则，运用述、记、

志、传、图、表、录诸形式，以志为主体，图表分附于各类之中。全志由概

述、大事记、各类专志、人物、附录等五个部分组成。分卷、章、节、目四个
层次。 一

(四)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一般不加评述，寓褒贬于史料记述之中。

(五)所用资料，主要录用各级档案馆、室和地直各部门编写的各类

专志，以及各县(市)、处新编县志、山志，其次摘自旧志和有关报刊专著

等。为节省篇幅，除重要史料在正文中说明出处外，一般不注明出处。历

史资料中如有疑义或出入的，通过比较鉴别，采用较为合理的一种；难

辩真伪者，两证俱存。
。

(六)本志以1988年8月重建池州地区时的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

为不留历史空缺，对原属池州地区，后划出的区域内的人、事、物择要记

述，一般只记其划入至划出时止o
’

(七)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记录区境内大事、要▲
事和有起点意义的新事。奄售

(八)“生不立传"。凡立传者不分职级，均为已故的有影响的人物，

且一般以卒年为序排列，人物以正面人物为主，对罪大恶极的反面人

物，也择其典型予以记述。一

．在世人物入志，采用“以事系人’’，或以各类人物表的形式集录在世力f

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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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活动信息。

(九)纪年著录。建国前采取历史通用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

使用公元纪年。“解放后"专指民国38年4月21日至24日池州全境解

放，至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段特定历史时期。“建国"
之谓，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十)各项数据。以统计部门资料为准，统计部门缺漏的，用有关单

位资料。使用可比性的统计数据，考虑到区域的稳定性；非可比性数据，

自由延伸。
一 一 ．一

(十一)计量单位。志中除保留土地面积计量单位“亩一、机械功率计

量单位“马力”外，一般采用现行的法定计量单位。

(十二)数字书写用阿拉伯数字。但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称

和具有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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