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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县志》编纂机构及人员名单

宣城县党史资料征集、地方志编纂领导组
(1982年7月至1985年3月)

组长王龙

副组长王授之冯立强胡传玲丁毅夫

成员吴漱泉汪海涛余光杰陈海波杨金彪郭招才姚书清葛毅夫

徐廷

宣城县(宣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5年4月成立)

主任江吉友

副主任江德修葛红针吴效朋

委员吴兆奇苟良鸿余华全匝[盈 陈汝开周启俊江东扬张不才

邵顺清朱庆忠张鹏飞葛毅夫周雨亭汪学海崔卓如

宣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0年7月调整)

主任夏子超

副主任朱恩三江德修俞士淦吴效朋

委员胡德春王万化周启俊王金林钱杨林张不才邵寅生宁天寿

陶阳干葛毅夫熊尚廉汪学海孙昌贵汪晓路崔卓如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丁士云

查件春

葛红针

钟祖胜

宣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5年7月调整)

f}kI罗}

财国柳军刘敏刘

生生寅广邵贾春华传庆汪杨廉淦骥{6H士汝熊俞吴煨先春坤国物胡张万



宣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年8月调整)

主任朱恩三

副主任查仲春平卫熊尚廉程树仁

委员黄金元万物春俞士淦姚彻才吴汝骥汪传春刘军刘敏

邵寅生柳国财钟祖胜杨庆华贾广生

宣城县(宣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人员
(1982年7月成立)

主任吴效朋(1982年11月任副主任，1984年11月任主任，1993年9月退休)

总编吴效朋(1987．8_1993．9)

副主任夏朝中(1984年11月由县政府办公室任命为副主任，1986年4月借调外单位工

作)

科员(以姓氏笔划为序，下同)

沈昌怀杨树华李诸慎l李利平l 张光华徐方良崔伯骧 ，

宣州市史志办公室人员
(1993．争一1996．6)

主任熊尚廉

副主任程树仁

科员 沈昌怀李诸慎匿珂 易 峰 张光华 张贤良 郭晓晖 章永林

夏朝中

总编辑

编纂人员

摄 影

校 对

<宣城县志》编纂人员

吴效朋

吴效朋李诸慎汪云龙沈昌怀匪童囝杨树华
王朝信李诸慎张吾进

吴效朋李诸慎汪云龙沈昌怀郭晓晖程树仁熊尚廉



书馆、皖南农学院图书馆。

宣城县(市)委办公室、政府办公室、人大常委办公室、纪检委办公室、政协办公室、人

武部、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档案馆、统计局、区划办、教委、计委、经委、法院、检察院、公

安局、司法局、农牧局、林业局、水利局、水产局、二轻局、乡镇企业局、煤炭工业局、交通局、

邮电局、供电局、城乡建设局、粮油局、商业局、供销联社、物资局、物价局、外贸局、审计局、

工商行政管理局、计量局、税务局、财政局、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保险

公司、民政局、劳动局、人事局、科委、文化局、体委、广播电视局、卫生局、总工会、团县委、

妇联、侨联、工商联、老干部管理局、旅游局、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组、气象局、地震办公

室、322地质队、土壤普查办公室、新华书店、博物馆、地名办公室，共计82个。

县(市)直各部门专业资料主要撰供者及提供有关重要史料者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刁以清、刁家彬、刁光斗、万应平、王鸿树、王德纯、王锡鼎、王学谟、l王锦章l、王朝信、

王高清、王学银、方建余、史济鼎、刘启林、l刘虎I、刘永濂、冯敦庆、叶茂林、江德修、陈亮、陈

永红、l陈修业l、l陈恩雄I、l陈其良l、l汤春霖I、杨成吾、许在宣、成文学、何亚平、l何良达l、余

宜洁、余立华(女)、吴文凤、吴德喜、李青凡、完颜驭夫、I汪希哲l、I汪廷华I、汪德培、汪云龙、

汪圣泽、l沈家让l、邹炳来、夏长新、I金少恩l、茆耕茹、周永植、郑毅民、胡相、胡太荣、胡承

监、胡春涛、l胡福生l、俞永萱、姚丹、张自强、张国桢、张尚福、张亚、I张凤藻l、张能桂、张兴

华、张正波、张不才、张耀华、祖盛祥、I陆挺生l、查全林、董正源、洪赛男(女)、姚德旺、徐继
光、徐范之、徐振东、徐之田、高尚凤、高瑞麟、晋明、孙恒武、聂文平、唐哲夫、钱明军、梅武

陵、l梅祖彝l、黄采荪、黄祥珍(女)、黄传清、章永年、章永中、章业寿、章达青、盛菊秋(女)、
崔卓如、曹秋心(女)、曹皖垣、彭兹诰、程良水、苟明耀、甄德发、雷允富、缪三槐、蔡善朴、赵

宗尧、熊尚廉、谭守怡、潘家栋、潘根财、阚延武、薛德厚、薛正人、戴柏林。合计112名。

《宣城县志》审定单位

宣州市人民政府

安徽省宣城地区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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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皖南农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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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管理局、计量局、税务局、财政局、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保险

公司、民政局、劳动局、人事局、科委、文化局、体委、广播电视局、卫生局、总工会、团县委、

妇联、侨联、工商联、老干部管理局、旅游局、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组、气象局、地震办公

室、322地质队、土壤普查办公室、新华书店、博物馆、地名办公室，共计82个。

县(市)直各部门专业资料主要撰供者及提供有关重要史料者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刁以清、刁家彬、刁光斗、万应平、王鸿树、王德纯、王锡鼎、王学谟、l王锦章l、王朝信、

王高清、王学银、方建余、史济鼎、刘启林、l刘虎I、刘永濂、冯敦庆、叶茂林、江德修、陈亮、陈

永红、l陈修业l、l陈恩雄I、l陈其良l、l汤春霖I、杨成吾、许在宣、成文学、何亚平、l何良达l、余

宜洁、余立华(女)、吴文凤、吴德喜、李青凡、完颜驭夫、I汪希哲l、I汪廷华I、汪德培、汪云龙、

汪圣泽、l沈家让l、邹炳来、夏长新、I金少恩l、茆耕茹、周永植、郑毅民、胡相、胡太荣、胡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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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尧、熊尚廉、谭守怡、潘家栋、潘根财、阚延武、薛德厚、薛正人、戴柏林。合计112名。

《宣城县志》审定单位

宣州市人民政府

安徽省宣城地区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书馆、皖南农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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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县，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南临黄山，北近长江，襟山带

水，地腴物丰。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正式置县以来，悠

悠两千余年，素以“望县、名邑”显扬于江南。缘此而为西汉至

清末十个朝代的郡、州、路、府治所，现今为中共宣城地委、宣

城行政公署驻地。古往今来，宣城一直是皖东南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o 1987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宣城县，设立宣州

市o

两千余年来，我们的祖先为开发、治理宣城这块灵地，一代

又一代地贡献出心力和智慧，一辈又一辈地创造出丰厚的物质和

精神财富，并哺育出梅尧臣、贡师泰、施闰章、梅文鼎等一批名

重当时、影响后世的人物。这些均被载入中华民族史册。

新中国成立之后，宣城社会之变革、经济之发展、各业之振

兴、建设之速度，均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短短的30余

年里，宣城县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显著实绩：

粮食、煤炭生产，文化、体育事业和市场的建设培育，毫无逊色

地跻身于全国先进行列。

认识过去是为了珍惜和开创未来。新编一部纵涉古今，横及

百科的《宣城县志》，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这是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葺后世的千秋之业，是社会

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

宣城县自1982年冬开始调集人员、建立机构、发动修志，经

过评议修改、终审定稿到付梓出版，历时十载有余。新编县志共

列38章，兼有卷首、卷末，计120余万字。上溯定名置县，下迄

撤县设市。全志以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记述宣城置县

以来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气

息。我初读以后，深感它是一座综合性的信息资料宝库。其中：

有宣城古往今来的风土民情；有全县重大事件的综述纪略；有历



序 一

活动踪迹；有地方各行各业的发展沿革；有值得借

经验。置诸案头，随时翻检，鉴往察今，得益良多。

城县志》，是一项浩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系统工

完成，得力于县(市)委、县(市)政府自始至终

得力于全县各职能部门和有关单位的密切协作，得

人士和有关专家学者的热情指导。尤其是地方志办

志，十余年来，忠于事业，甘于清苦，默默笔耕，

仰于古今文献之间，摭拾于浩瀚档案之内，走访于

之中。稿经三修，书方以成。我深信，凡是尽心尽

完成历史使命者，人民决不会忘记他们o

，嘱之为序，欣幸之情，难以言表j藉此，谨向所

《宣城县志》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诚致谢意。并愿新

，在宣城人民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画卷

妻鼎轰衾羹聂蛋矗差夏子超宣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一∥。



序 一

序 二

宣城县历史上的最后一部县志，修成于清光绪十四年

(1888)o自此县志断修，迄今百年有余，而恰在这一百多年的时

间里，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震憾世界的大变化。惊天

动地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之壮阔和惨烈，史所罕见；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群情振奋，励精图治，改造社会、改造自然、

振兴祖国、造福人民之创举和业绩，史所未有。新编《宣城县

志>，正是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侧重记述了这一百多年来宣城的

历史进程。

这部志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指导编纂的

社会主义新方志，它以正确的观点，翔实的资料，严谨的结构、

得当的体例和朴实的文字，记述了宣城近一个多世纪来的社会经

济兴衰起伏、曲折发展的历史轨迹。是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进行国情教育、近现代史教育的一部乡土教材o

’宣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诸君，在商潮滚滚的今天，不为金钱所

动，不为名利所惑，两袖清风编方志，一腔热血写春秋。以严谨

的作风，求实的态度，为宣城当代人民和后世子孙留下一部足可

参鉴的一方之信史，其功可嘉，其志可赞。

新编《宣城县志》，始于前任，毕于本届。我非常感谢地方志

办公室同志们的努力，感谢各方面对完成新编县志的支持和帮助。

以志为鉴，我们将更加努力地工作。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里，使宣州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加快，使全

市人民早日跨入“小康"时代，使“江南名邑”焕发更加艳丽的
鼻．彩．，⋯／U

宣州市人民政府市长项仕安



凡 例

凡 例

总则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求实存真，着重记

述中华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城的自然和社会的历

史与现状，修成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性文献。

体裁 采用述、记、传、图、表、录并用的综合体裁，以记
为主。

结构 全书设卷首、专志、卷末D卷首列图照、序言、凡例、

目录、总述、大事记；专志以事物性质平列38章，章下冠序号设

节，节下以【 】立目，目下以▲分子目；卷末列文献丛录、旧
志源流、本志编修纪要o

、

断限上限依事物发端及掌握的资料而定，下限1987年，偶

有延伸；古代人物择要简介。近现代人物生不列传，表及记事不

受此限。

纪年 建国以前，用当时通用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月、日夏

历用汉字，公历用阿拉伯字。年代未标明世纪者即为本世纪。

计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计表格换算为1984年2月

27日国务院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其余视情而定，不作统一；货

币除人民币外标明货币名称，1955年3月1日前的旧人民币换算
为新人民币o ．

指称本志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建国”指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解放"指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

宣城全境；机构、组织及单位名称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括注下

使用简称；行文中出现“党”未指明何种党派者指中国共产党；

“市”，指1987年8月15日成立的宣州市；历史地名括注今名。

其他 资料考证后入志，不注出处。建国后统计数字以统计

部门提供为准，统计部门阙如，采用有关部门数据；人名、地名、

书篇及古籍文句，一般用简化字，可能引起误解的，保留繁体或

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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