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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汪石满
。

安庆历史悠久，素称“文化之邦"。明清之际，由于长江航运发达，经贸活动

南移，因而促进了皖江地区文化事业的兴旺。这期间，有桐城文派的崛起，皖派

书法的流行，徽剧艺术的昌盛，反映乡土风情的地方志的编纂，也取得了令人注

目的成就。区内方志大家姚文燮、方式济、胡虔、檀苹、姚莹等，各以自己编纂的

省、府、县志的硕果，丰富了我国民族文化的遗存。作为这些名家的故里——安

庆府，修志事业自古繁华，保留至今的尚有7部，其中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安庆府

志》，是集大成之作，已被定为全国36部名志之列。

建国后设置的安庆地区，与原安庆府在地域范围上基本一致。80年代，在

。党委领导、政府修志"的格局下，安庆行署组织起修志班子，从事着这项继往开

来的事业。经过十几个寒暑，终于完成了这一系统工程，奉献出了一部两百万字

的宏篇著述。这部志书，无论在规模和内涵上都超过了以往，体现了社会主义新

方志的基本特点。它纵述千年，横涉百科，资料丰厚，考据详实。在总体构思上，

继承并发扬了修志的优良传统，重经济、重人文，突出地方特色，有着较广泛的

社会实用价值。再加上用笔语语真实，不取空文，故手披一卷，能使人思昔抚今，

成为兴革治理的历史借鉴!自古地以人贵，人以地传，志中记述的人与事都是我

们先辈的生活轨迹，读后无不使人恋乡怀土，启迪良知，增添无限的爱乡爱国之

情。 一

修志十年，社会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革。我们的修志工作者，以敬业自重

的精神，伏案疾书，经历着各种艰辛而做出了特有的贡献。现在又面临市场经济

发展和深化改革带来的新形势，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应适应新形势，迎

接挑战，抓住机遇，面向21世纪。原来的安庆地、市已经合并，新的安庆市正在走

向工业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并且要向国际接轨，因此需要大量高精尖的信

息和快节奏的反映。修志工作者要大踏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自己的

资料优势多方位地开发利用，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开拓未来，才有生存的空间；

为社会利用，才是发展的唯一坦途。各项事业如此，修志工作同样能在原有的基

础上扬鞭跃马，更上一层j

职务所系，责不容辞，不虑笔拙，特直述实感于前!

1993年8月1日

作者现任中共安庆市委书记



序二

刘思魁
1988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安庆地区与安庆市合并，成立新的安庆市。当

时正在编纂中的《安庆地区志》未因行政区划的调整而中辍，热心从事这一项工

作的同志经过10年的努力，终于使志稿纂成出版，其情之殷，其工之勤，其业之

宏，令人感喟I我有幸为此作序，深感欣慰l

安庆地区，历来有修志的优良传统，明、清两代先后有7部《安庆府志》问世，最

后一部志稿纂成于清康熙六十年。自此以后，凡270余年，沧海桑田，天翻地覆，其间

应记之事，应述之史，应彰之绩，不可胜数，然终无一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安庆地

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繁荣昌盛的新安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业绩辉煌，可歌可泣I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世风日上，政通人和，因

此编纂一部反映安庆地区全貌的新型志书，是全区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赋予

我们这代人的光荣使命。《安庆地区志》就是应这种形势编成问世的，它的出版，于观

古察今，于存史资政，于风范教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地区修志，是一项新的事业，没有可循之章，全赖编纂者的大胆探索。在编

写《安庆地区志》过程中，参与修志的同仁，始终坚持将修志的一般要求与地区

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本着贯穿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搜集了自然和社会各方

面的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作了记载。他们首先在整体设

计上，强调志书的完整性，注意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全面地而不是残缺地、翔

实地而不是大略地记述了全区自然、社会的历史演变，力求为社会提供一种求

实、科学、严谨、有系统的资料。在审辨详略上，着力根据地区行政职能特点，简

记政权、政务，而详述经济、文化，较好地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对于建国后

的历史，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充分

反映安庆地区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如实地记载了前进中的胜利和曲折，以利总

结经验，接受教训，乘胜前进。

《安庆地区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志书的出版是各方通力合作的结

果，特别是一些专家为志书的完善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值此志书出版之际，特向

有关部门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这届修志，虽作了一些探索与积累，但因过去

文献不全，考稽寥落，因此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诸来者，继善承优，补缺订讹，

使其在不断完善中，真正成为一部益世利民的科学文献。

1991年7月1日

作者原任安庆行署专员、安庆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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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区内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

二、上限依事物的发端和掌握的资料而定，下限定为1988年9月安庆地区

‘行政公署撤销止。

三、以1987年所辖的行政区划为限。凡建国后划出的或1988年划入的，均

不记述。

四、本志取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图、表、录分附各章节。记述

上，除原文抄录外，均用语体文。

五、本志采用章节体。全志共设专志23编，专志前冠以概述、大事记，附录殿

后。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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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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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的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八、民国以前旧纪年用汉字，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本志的建

国前、建国后，分别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九、志中各种数据一般用地区统计局的数字，统计局有缺漏的，采用有关单

位提供的数字。

十、本志分人物传与人物简介。坚持生不立传，以卒年为序排列；以本籍为

主，兼顾客籍；收录人物简介的时间上限为1840年，个别人物的下限时

间延伸到搁笔时为止。

1力，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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