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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镇江市委书记钱永波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镇江自南

朝宋至民国初的1400多年间，修志事业历代相

承，曾编修府志、县志及各种专志数十种之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重视关怀下，全国各地出现盛世修志的喜人情

景。1984年，中共镇江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作出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决定，经全市修志工作

者9年辛劳，广征博采，近300万字的《镇江市

志》即将出版问世。这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既填补了方志中断70余一

年的空白，又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古人云，方志是“一方之全史”，可以起到

‘‘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镇江市志》的编纂

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借鉴古代

修志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突破。在调查研

究、搜集资料基础上，坚持求实存真。该书全面

系统地记述镇江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内

容涉及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人物、习俗、风光

等众多领域，为社会各界提供详尽准确的市情

资料，有助于人们了解昨天的镇江，认识今天的



镇江，对建设明天的镇江也必将起到积极的作

用。

镇江有着3000年的悠久历史，为国务院命

名的全国62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古以来，

以八方交通之便、自然风景之秀、人文史迹之贵

著称。镇江地处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东晋时就

是繁华的江南都会。清代咸丰年间开埠以后，国

内外商贾云集，曾为长江流域物资集散和进出

口贸易的中心之一。镇江又地处沪宁铁路和已

动工兴建的沪宁高速公路线上，西距南京机场

60余公里，东距常州机场仅45公里，更有现代

港口城市的发展条件。城市依山傍水，向有“城

市山林”之称，金山、焦山、北固山等园林名胜绮

丽多姿，南郊风景区丰富的旅游资源有待进一

步开发。镇江又是“代不乏材”的地方，教育、科

技、文化比较发达。但在旧中国，因种种历史的、

社会的原因，镇江发展是缓慢的。1949年解放

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农业

生产和各项事业突飞猛进，成绩斐然。镇江的地

位、声誉和知名度都相应提高。《镇江市志》根据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突出本地特色，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反映建国以后的成就、曲

折和变革。它的出版可为各级领导机关的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和历史借鉴，必定能鼓舞全市人

民发挥当地优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镇江人民有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在

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中，镇江经历过外国

侵略者的蹂躏掠夺，遭受过国内封建统治的残

酷压榨，人民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在漫长的岁月里，从1842年抗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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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的镇江保卫战开始，镇江人民进行了前仆

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产生了一批爱国志士和

名垂史册的英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镇江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各条战线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取得了辉煌

的成绩。《镇江市志》着重记述镇江近现代社会

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

斗争和先进人物的英雄业绩，是进行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它有助

于人民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

’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进。步热爱党、热爱

社会主义、热爱镇江，激发起建设镇江，振兴镇

江的热情。 ，+
一

总之，《镇江市志》堪称是一部内容丰富、史

．“料可信的地方文献。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

编纂过程中，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协一直十分

关心和支持，为促进修志工作曾联合进行视察，

市人大常委会并为此作出专项决议。长期在镇

江担任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对修志也给予许多热

情的帮助和鼓励。所有参加编纂的同志对工作

极端负责，倾注了大量心血。各有关部门和市内

外许多专家学者给予多方面的协作和指导。在

该书出版之际，谨代表中共镇江市委和市人民

政府表示感谢。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和求实存真的原则，全面反映镇江市自然和社会面貌，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不拘，侧重记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下

限为1985年，总述、大事记、人物及入志图照延至1990年。

三、本志记述范围，按现行行政区划以市区为主，兼及丹阳、丹徒、句容、扬

中四县；总述、自然环境、农业、水利、乡镇工业等卷，则记述全市情况。

四、本志由卷首、总述、大事记、各门类分志、人物传、专记和附录等部分组

成，辅以各类图表、照片。本志采用分志平列式、章节体。按照科学分类和社会分

工相结合的原则设立分志。内容不足以单立分志的事业，与相近或相关的事业

合并设立一志。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六、对镇江地方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或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立传入志。立

传人物以近现代为主，以卒年为序。
。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全志除总述和分志概述外，一般用记述文体，只记事

实，不作评论。

八、本志行文中的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成立

前采取先写朝代年号、年代(或民国年代)，括号加注公元纪年的写法。数字用法

执行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按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

计量单位的命令》的规定执行。

九、本志行文中解放前后，以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之日为界，建国前

后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十、本志行文中，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全市’’指含所属四县两区范围，

“市区"指京口、润州两区范围；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前，按当时实际情况运

用。运用“镇江"这一名称，系泛指不同时期的行政实体。

十一、本志统计数据，原则上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以

主管单位的统计数据为准。

十二、本志资料取自文献、档案、报刊、正史、旧志、专著和口碑等，经鉴别核

实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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