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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匕市志
兴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工一

J予

桑光裕

《兴化市志》的编纂，历经十余载，四易其稿，终于付梓，这是我市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也是我市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兴化历史悠久，建县已有千余年，编纂地方志不迟于元代。世代相

承，共存旧志八部，其中县志五部，小通志、河渠志、佛教通志各一部。中
‘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60年代初议修县志而未果。·80年代，改革

开放，政通人和，出现“盛世修志”的喜人局面。遂成立兴化县县志编纂

委员会，并设立办公室，在全县广泛动员，开展修志工作。1987年12

月，国务院批准兴化撤县建市，故将《兴化县志》改名为《兴化市志》。十

余年来，县(市)志的编纂工作得到历届县(市)委、县(市)人民政府的重

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全体修志人员默默耕耘，辛勤劳动，为兴化

办了一件上慰古人，下惠子孙的好事。‘ ·国

《兴化市志》从指导思想到内容、体例，力求符合社会主义新方志的

基本要求，在调查研究、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坚持求实存真。全志广及百
、 j

‘

，

，



足当代，贯通古今，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兴化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

内容涉及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众多领域。比较翔实地记

载了兴化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事迹，反映了人民

群众在革命斗争中不畏强暴，前仆后继，反对外来侵略，反对封建剥削

和政治压迫的斗争精神；反映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排

除“左’：右干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一切

从实际出发，发展经济，艰苦创业的精神。这部志书为社会各界提供了

详尽准确的市情资料，堪称“一方之全史’’。它有助于人们了解兴化的昨

天，认识兴化的今天，对建设兴化的明天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

兴化地处苏北里下河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广阔

的发展前景。愿《兴化市志》在兴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

发挥“资政、教化、存史’’作用。愿全市人民用勤劳的双手撰写兴化历史

的新篇章!

一九九四年六月



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载兴化自然、社会的历史

和现状。

二、本志继承修志传统，横排竖写，纵横结合。“概述”、“大事记”为卷首，专志各篇为主体，

。综录”为卷尾。各篇、章按“事以类从”的原则设立，不受部门隶属关系的制约。
，

三、本志记事，立足当代，详今略古。时间断限：上限不限，对需要溯源的事物适当上溯。下

限1990年，惟“大事记”延伸到1994年3月。
，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五、本志循志书通例，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和较大影响者

为主，以现代人物为主，以本县(市)籍为主。排列以生年先后为序。 ，～

六、本志以公元纪年，民国前括注朝代年号，农历月日以汉字书写。1912年为民国元年，余
二

●

可类推，不再括注。志中“年代”均属20世纪。。解放前后”以1948年底兴化全境解放为界。

“建国前后”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一

‘

七、地区、政区及机关均用当时名称，在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一般用简称。

八、计量单位除部分历史上特殊的旧单位、旧名称外，一律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1955年3月前使用的旧人民币按10000。1换算成新人民币。
，

九、本志材料来源：档案、正史、旧志、图书、有关部门志稿和史料，以及口碑材料。统计数据

除注明出处者外，原则上依据县(市)统计部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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