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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言

序 言

沈权

((龙观志》即将问世，这部十多万言的文献巨著，是我乡

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文字工程。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一项事业，它的圆满完成，是龙观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 ．

编纂地方志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一部史志的编

纂成功，它对了解本地的山川、胜迹、乡贤、英烈，激励人

们爱乡爱国的情操，增强对乡土的自豪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为我们今后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价值。乡情的全面介绍，可为海内外各方面人士了解龙观，发

展龙观提供依据。

龙观历史悠久，自从秦朝始皇二十五年建置句章县后，

本乡就在县治(今鄞江镇)边沿，属郊区地带，直至民国时

独立成乡，其间虽几改名称、分合，但龙观行政区域始终未

变。龙观地大物博，人文景观别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编

志书。为达到新时期“存史、资治、教化”之目的，尤其是

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历史经验必须加以重点记载，以服务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编纂龙观乡第一部史志，就成

为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编纂史志是一项有特殊使命的工作，它同时承担起对过



2 龙观志

去、现在和未来的三重对话，一种使用文字的特殊符号来完

成的对话。作者历尽十三年业余时间翻阅、采录史料，将全

乡的人、事、物分目列纲编纂成章。它以其继承历史、反映

现实的翔实记述，具有服务当代的功用和惠及子孙的意义。

不可否认，这部出之自一人之手且卷帙浩繁的《龙观

志》，肯定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或见识未周，或取合未当，

但不管怎么样，它基本上如实反映了龙观从古到今的乡情详

况，使当代人开卷有益，从中测出龙观各个时期的脉搏，探

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对振兴中华、开创龙观社会主义建设新

局面有所借鉴。有了这部乡志的基础，则我们的后代，将会

予以不断地完善和充实。愿下一代龙观人谱写出更为光辉灿

烂的篇章!
。

(作者系鄞县龙观乡党委书记)

200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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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观地处鄞西山区、四明山麓，境内地形东南北宽广，西

部丛山连绵、山峦起伏，中部因有乌贼山、白象山、小岭峰

纵隔，把境内分割成南、中、北三条坑。乡境东出挹秀亭与

本县鄞江镇国家级四大水利古工程它山堰毗邻，南越鹁鸪岭

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奉化市溪口雪窦山接壤，西达相量岗、

南峰岗，与县级文保单位“四明山心”相望，北部紧邻省级

水利工程皎口水库。全乡总面积77平方公里，山林面积53．61

平方公里，占69．62％；平原面积16．19平方公里，占21．03％；

水域面积7．2平方公里，占9．35％，大体可划分为七山二地一

分水。

龙观历史悠久，自从秦朝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

建置句章县后，本地就在辖下。东晋时刘裕戍句章，筑句章

新城于小溪镇(今鄞江镇)，隋初鄞、郧、句章三县合一，总

称句章县，本地仍在辖下。唐代改为郧县。五代初改为鄞县，

本地一直沿袭至今，其间虽在奉化白杜，本县姜山、岐阳，宁

波及佘姚大隐等地设县治，但本地均在县治辖下，历尽2000

多年的漫长时代实属罕见。

本乡唐代属句章乡辖下，驻地在今宁峰一带，宋元H寸期

改为通元乡辖下，沿袭至明清，民国时改为龙观乡，其问虽

几改名称、合并，但龙观区域始终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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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0余人，属人口居住稀少

地区。全乡有15个行政村，共有28个村落，4222户，1．8万

余居住人口，其中常住人El 11793人(至2000年5月统计)。

大地构造以中生代的火山岩居多，境内地貌东南北为宽广的

平原，西部为丘陵和山地，以茶垮山为最高，主峰高程海拔

675．9米，平原海拔为325米，属天台山脉的四明山地区。境

内有中溪河、樟溪河和龙王溪三大主流，并有大小不等十余

只山间水库，为本地居民生活、耕作确保旱涝保收。

龙观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因濒临东海又带有海洋

性气候特征。本地四季分明，3-4月为春季，5—8月为夏季，

9一11月为秋季，12-2月为冬季，年均下雪7次。冬季盛行西

北风，较寒冷干燥，但多晴朗天气，光温互补，宜越冬作物

生长，夏季盛行东南风，雨热同步，宜水稻作物生长，其时

有热带风暴出现，年均仅1．8次，春秋两季雨量均衡，冷热

适中。年平均气温16．2。C，平均降水量约1400毫米。主要灾

害性天气有台风、热带风暴、久雨、伏旱和霜冻。境内土壤

平原地区属水稻土，适宜种水稻等农作物，丘陵、山地多黄

壤，缺乏有机质，宜种竹木、茶叶、果树和杂粮。

龙观的乡镇企业起步较晚，第一家企业于20世纪70年

代初始建，以修理机耕机灌机械为主，70年代末手工业联社

根据“一大二公”的指导思想逐步实行公有制升级。改革开

放后，乡镇工业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且形成了电子、仪表、

化工、机械、食品等众多门类的行业体系。至1999年统计，

全乡工业产值达到15．3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5％，乡镇

企业从70年代的2家发展到20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8000余

人。在完善设备，培训人才、更新产品的同时，还积极发展

横向联营、出口仓'JTE，出El创汇达3．2亿元。经济的发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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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水平也逐年提高，年人均收入达4500元。

龙观山明水秀、胜迹众多，尤其是自然风光“五龙瀑”的

开发，给本乡的文化旅游业带来了生机。水借山景，山依水

色，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名山以怪、奇著称，如擎天玉柱

的塔尖峰，怪模怪像的老人头山，形象逼真的纺花岩，无不

惟妙惟肖，将永远留在人们的美好记忆中。境内还有人文荟

萃的双节坊牌楼，节孝碑亭、摩崖石刻等，为我们寻找文明，

保护文化遗产提供了实物依据，对研究本乡历史、风物、贤

达等有一定的文化价值。

历史上，勤劳、智慧、勇敢的龙观先人，筚路蓝缕，开

拓进取，抗敌御侮，保家卫乡，谱写了悲壮而伟大的创业史；

在当代，1．2万龙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蹈厉、

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建设家乡，续写着庄严辉煌的发展史。

社会在前进，改革在深入，时代在发展，龙观大地上建设事

业轰轰烈烈，经济发展蒸蒸日上。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

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富裕的新龙观，必将以其全新的风貌，雄

踞于四明山麓，屹立在鄞西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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