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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徽州是个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休宁自古是徽州的一部分．山川明丽。

人文荟萃，黄山白岳，毓秀钟灵，历来为人所称道．尽管我十几岁就离开了家

乡，有40年之久没有再回去过，实际上对它所知甚少，但一直以自己是个徽
州人、休宁人而自豪，思念之情，无时或释．近八九年来，有机会回去过几
次，虽然来去匆匆，没有作什么调查研究，但家乡在改革开放中日新月异的变
化，发展。仍使人兴奋不已．现在，建国以来第一部《休宁县志》出版问世，
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征为志序，既愧不敢当，又难以推辞，忝书浅见，权以应
命． 。

历史是一面镜子．写历史，读历史，都不是单纯为了记载历史，更重要的
是为了指导现实．新编《休宁县志》比较客观地记述了从公元208～1 985年

共1 778年问纵横百余里的休宁县的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载了建

国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失误．它一方面继承了旧志的优良

传统。一方面又有所创新．旧志多重舆地、人文。对经济的记述往往失之过

简，这本新志除卷首与卷末外，设专志33卷，以类系事；其中经济类专卷占

三分之一，分类记载了农，工，商，交通、邮电、财政、金融等各项事业的交

化，充分反映了地方特色与时代特色，有助于人们认识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与艰巨性．毫无疑问，它对发扬成绩，吸取教训，指导现实，。资政、教育、存
史。，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新编《休宁县志》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记述，是它的又一特色．除了历代名
人传略，书中对近百年来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光
辉业绩，也颇多生动的描绘．这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最好的乡

土教材，必将激励全县青少年一代更加奋发向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

业作贡献，并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去创造新的历史．

纵览全书，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结构严谨，文风质朴，确实是一部与历
代县志不同的社会主义新县志．我想，作为继承和发扬徽州文化传统的产物．
它应该有长久留传的价值．

．。。 吴象
．

， 1 988年9月20日

注：．吴象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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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休宁建县于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据考．宋代就有海阳诸志，惜均

已散侠．现存旧志书6部，即明弘治四年，嘉靖二十七年，．万历三十年，清康

熙三十二年，嘉庆二十年，道光三年6个版本．这些志书记载了本县的地理，
历史、政治、经济以及风土民情等演变过程。是本县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然’
而，清道光三年以后，迄今1 60多年，这段历史无志可查，无献可征．

休宁位于安徽南陲，地处皖浙赣之交．山青水秀，名胜古迹颇多．物产丰
“

富。。徽杉。，。屯绿’尤著．历来文风颇盛，素有。东南邹鲁’之称，人文荟萃，英
才辈出．在近百年革命史上，休宁人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建国后，全县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也经历
了一段曲折．的道路．这些重大的历史变化，应当记入史册，永存于世．

、

新编《休宁县志》，汇集了大量真实可靠的资料，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

记述了自公元208～1 985年共1 778年阔休宁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记述了休宁人民所走过的道路，评述千秋功过，分清是非曲直。总结经验教 ‘+

训，以发挥。存史，资政、教育’的作用，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激励人们热

爱家乡，为建设文明、美好、繁荣、昌盛的新休宁而奋发努力．
新编《休宁县志》历六个寒暑，经多次研讨，数易其稿，今已出版。诚为 、

全县人民的一大喜事．谨书数言，聊以为序．，
。’

‘

杨立威
1 988年1 2月24日

注：扬立威系中共休宁县委书记，休宁县县长．休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凡 例

1．本志记事．上限尽可能追溯到各类事物的发端，下限止于1985年．

2．本志力求反映休宁的历史与现状．把编纂重点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与建设时期．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3．本志卷首设概述．大事记，以概述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中设专志33卷．

为志之主体；末缀附录，为卷末． ‘，

4．本志按事物性质设专志，不受现行行政职能范围的限制。同一类事物，均编人一卷

内．

5．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旧纪年．每节第一次出现的历史年号，

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简称。建国后’，用公元纪年．。解放后’专指民国

38年4月28日休宁全境解放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这段特定历史时期．

6．各项数据均采用县统计局资料，无统计数字者，采用各有关单位数字．

7．人物传，表，不分人物类别。均为已故有影响的本籍人士．兼收外籍在本县有重大

影响的人士．按卒年为序排列．

8．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不另立卷。分另Ⅱ记入有关卷。章或大事记．

9．艺文收录县人主要著作书目．兼收外籍人士反映本县情况的著作．所录著作目录系

史、

以及正

不注明出处． ．

其前后均以乡．村建置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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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宁．春秋属吴越．秦汉为歙县地．东汉建安十三年(20s年)始划建休阳．后为海

阳，．晋改为海宁．隋文帝时定名休宁。沿用至今． ．V ．『

、．

．-

休宁之名．由休阳．海宁首末各一字合成．《尚书?大甲》：。万世无疆之休。．《尔雅·

释言》：。休．庆也．1．《易·乾卦》：。万国成宁．’休宁县名。含吉庆平宁之意．

休宁在安徽最南端，与浙，赣两省交界．位于全国著名风景名胜区黄山之南．从县城

乘汽车经齐云山麓到黄山仅62公里．每天有始发或路过的汽车．通往杭州，景德镇。芜

湖．安庆．婺源等地．皖赣铁路贯穿县境．客车可直达南昌。鹰潭．南京等牡．屯溪机场

距县城18公里，客机直达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县境北窄南宽．略似三角形。东西间

隔79公里．南北相距7l公里。总面积2135平方公里(合320万亩)．山地与丘陵占

76．7％．河谷平原占23．3％．地势南．北高。中部低。起伏较大．从西南迄东南的中山及

北届黄山余脉的低中山，林木繁茂，竹海茫茫；中部河谷盆地和河曲平原．阡陌纵横．良

田千顷．冯村乡六股尖是境内最高点。海拔1629．8米．是钱塘江的发源地．境内主要河

流有率水和横江．两水呈西东流向．出县境后在屯溪汇人新安江，流经钱塘江注入东海．

． 县治所在地海阳镇，是一座有1200多年历史的古城．1985年全县设6区，7镇(其

中1个标准镇)，38乡’，262个村民委员会。1605个村．(居)民小组．人口258872人．

休宁地处中亚热带北部．属季风性湿润气候．光照充足。热量丰富．四季分明．春，

秋略短。夏，冬稍长．年平均气温16,212．7月最热．平均气温27．9℃；1月最冷。平均 ?

温度为3．7℃．全年无霜期2．31天．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1613．7毫米．年均日照

1931．4小时。有利于林、茶．桑、果和农作物的生长．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形成了丰富的自然资源．
。

．

休宁山多宜林．早在南宋时。’杉木就远销浙西．范成大《骖鸾录》：。休宁山中宜杉．

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据1985年森林资源普查：全县

林地面积171．9万亩．森林覆盖率为53．4％，森林蓄积量达509．49万立方米．其中杉木

蓄积盈为326．39万立方米，有。徽杉仓库。之称．竹林14．6万多亩。毛竹立竹最近2000

万根，’西田．流口，花桥、却1溪、白际等地竹林漫山遍野。索有。竹海’之誉．油桐、油

茶，乌柏、板栗．棕榈等经济林20．8万亩．每年可提供大量的茶油、桐油．松脂等工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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