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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仙坊乡志》，在南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本乡党委双

重领导与指导下，经乡志办公室人员辛勤采访和编写，县志办

公室诸同志精心而反复修改以及有关单位、团体、社会等人士
的热忱协助，可以说把行政力量，学术力量和社会力量都结合

起来，而六易其稿，终于问世了。

乡志的编纂，是空前未有的一种创举；也是从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为两个文明建设需要的

必然产物；更是一项上对祖宗负责，下为子孙借鉴从中受教益
的千秋大业。也可以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应时的一项急务。

继往开来，责无可诿。否则，时过境迁，人物凋谢，盛事湮

灭，这—优良的历史传统，在我们这一代割断，将成为永久难

以弥补的损失。

仙坊，又名仙酒坊，自唐李白来此寓饮后，即盛传于世，

且历隶南陵县治，素称“鱼米之乡”。《仙坊乡志》本着乡土

特点，按历史与现存资料，编有概述、社会、政治、军事、经

济、水利、文教卫生、人物等内容共30章113节、计19万余字。
它犹如仙坊乡的一部“小百科全书”，是保存地方风貌的文

献。它所积累的历史资料，为研究和编写国史、省志和县志提

供资料，为熟悉乡土，研究乡情提供依据，藉以发挥当地优

势，发展当地各种生产，开发和利用当地资源，使之鼓舞并教
育仙坊人民，为振兴仙坊，献身仙坊而发挥作用。

《仙坊乡志》的取材中，特别强调了人民革命斗争和在我

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对比了新旧
社会的互异，反映了人民推动历史的发展和前进。

本乡志在编纂中，由于我们的领导力量薄弱，编写人员短

·1。



缺，其错讹漏误，在所难免，敬希广大读者指正，使再次修编

时有所遵循是幸!

·2·

张青秀胡光金合撰
1986年12月31日



凡 例

一、本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

是，认真调查研究；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彻

“略古详今，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的原则；以
《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在继承和发

扬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前提下，采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
新的资料进行编纂的。

二、本志是根据《南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工作实施

方案》(草案)，通过搜集、征稿、采访、回忆等方式，经过

整理、研究、辨析、审核、编纂而成的，突出了现代性和地方

性的特点。

三、本志按仙坊乡自然、社会和人文情况，建立三十章，

每章中分若干节和目。

四、本志分别运用记、传、志、图、表。采用语体文记叙
体。按照现行的标点符号，进行标点。

五、本志时限，一般上断于1840年鸦片战争，下限至1985

年12月31日“六五”计划完成时。重点反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两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做到“立足现代，侧重近代，因
事而异地上溯到古代”。并且因志制宜，按叙事不受限制的原

则，不稿“一刀切”。

六、本志各章系按内容作横向安排，按其时间作纵向叙

述，依次写出建国前后两部分，以便新旧对比。

七、对各个时期政权，按一般习惯称呼，如国民党、日
军，不另加政治性定语；朝代纪年，按当时通行用法，并在其

后面注明公元；地名书写，依行文需要确定，凡记叙历史沿

革、事件和人物的所用古地名，后面加注今地名；凡属本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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