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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修志，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尚书·禹贡》开方志之源流，

《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创方志之体例，千百年来，相沿不

衰。现在方志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发挥着。资治、教育，存

史一的作用。 ，．

黟县建置于秦，汉称广德王国，历史悠久。县境峰峦环绕，水秀

山青，地阜物华，人文荟萃，有搿小桃源一之誉称。唐时，就撰有

《邑图》，早已散失。明正德十六年(1 5 2 1年)知县陈九畴主修《黟县

志》。万历十八年(1590年)，又编县志。清顺治、康熙、乾隆、‘嘉庆、

道光．同治年间，均编纂了县志，并有乡土地理志问世。民国1 1年

(1 922年)编修《黟县四志》。各志对于黟县的沿革，地理、物产、人

物、民俗，方言等都有所记载，是黟县珍贵的历史文献。

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重视修志

工作。1958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编修县志。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繁荣兴旺的大好形势，

编修新志书成为时代的需要，人民的愿望，一个盛世修志的局面在全

国兴起。中共黟县县委、黟县人民政府，把编修新的《黟县志》列入，

议事日程，1982年9月成立了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元月组

建县志办公室，开展修志工作。金体编辑人员在学习各地经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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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立足当代，根据贯通古今的要求，，

注重体现社会主义时代风貌和黟县的地方特色。经过五个寒暑的艰苦

努力，新编《黟县志》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值此志书出版之际，

我们代表中共黟县县委、黟县人民政府向支持修志事业的广大干部、

群众、旅外乡亲表示诚挚的感谢，向为编纂《黟县志》殚思竭虑，辛勤

笔耕的领导和编辑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共黟县县委书记 张奇涛

黟县人民政府县长程迪柱

1 987年1 2月1日



序 二

黟县，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自古以农为业，但小农经济给人民带

来的是生活贫困，所以唐代诗人有。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一的描

述。自明以后，黟人逐渐从事商业活动，至清代黟商已成为徽商经济

中的一支劲旅，促进了古老黟县在经济、文化上的发展，至今黟县城

乡尚保留有闻名遐迩的工艺精湛、建筑轩宏的清代民居数千幢。

鸦片战争以后直至民国时期，黟县人民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政治

腐败，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诞生后，1 926年，黟县这块古老的土地

上就开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哺育着无产阶级战士的成长。1934年，

柯村暴动胜利，建立了皖南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黟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膏岁收不给

三月一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工业刷新了历史上的膏三坊一店”和个

体手工业生产面貌；文教卫生事业相应发展，实现了普及初等教育县

和消灭血吸虫病县；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历史的前进，社会的发展，给

我们提出了严峻的要求：急需编纂一部真实的，系统的，具有时代特征

和地方特色的新《黟县志》，‘以存史资政，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为建设黟县服务。为此，中共黟县县委，黟县人民政府作出了编纂

新县志的决定，黟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了编修新县志的决

议。并决定成立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Z勿



思想为指导，将黟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顽强斗争，浴血奋战的史诗，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励精图治，安定团结，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中谱写的新篇章，载入史册，长存于世，彰往昭来，发扬

光大。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也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

《黟县志》自1 982年9月建立编纂组织以来，在省、地两级地方

志编委会的指导下，专家的帮助下，以及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六订

纲目，四易志稿，终于1 987年1 2月完成编纂任务。但由于知识浅薄，

收集的资料难免谬漏。为此，除谨向关怀编纂《黟县志》和付出艰辛

劳动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外，也对志稿不足之处深表歉意，敬请

读者不吝指正。

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胡寿基

l 987年1 2月5日



凡 例

。，新编{：黟县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志书，既非《黟县四志》续

书，亦非断代史，而是按存真求实原则，广征博采档案资料和口碑资料，7立足当代，贯通古

今，实事求是记述黟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下限举-1985年。力求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继承方志传统的记，志．传，图、表，录体裁，立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

传和附录五个部份，以专志为志书主体。采用条目式篇目编排，做到纲举目张，经纬分明。

三，本志一律用语体文记述，凡历史纪年，地理，政府，官职等名称均依当时当地的历

史习惯称呼，历史纪年每一年号在每一条中第一次出现对，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其后同一

年号不再注明。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则注明现在地名。记述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人及其军队等活

动，即用公元纪年。

四，大事记本着详今溯古原则，着重记述县内近现代的大事要事，对黟县历史上的重大

事件适当记述，以体现其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申的

重大事件，分别记述在大事记和有关条目中，不单立条目。

五、地理志是古今地理状况的综合记录。由于黟县历史悠久，区域几经变动，故本志运

用新的科学概念和数据，着重记述现在区域内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等方面资料，以突出其

地方特点。

六、专志中有的为合志。为了追本溯源，综述始末，提纲挈领地提示专志要点，除政治

类专志外，其余专志均冠以“简述"。‘

七，专志采取以类系事方法，横排门类，纵写事实，详今溯古，详异略同，坚持人民为

主，经济为主，概括黟县的历史，着重记述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貌，以突出时代特

‘色和地方特点。对在各个历史阶段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人，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给予记述。对

一些有价值资料，难以立目者即以“附记黟形式，随附专志之后。

八，人物传分传，表记述。坚持生不立传和以本籍为主的原则，对历史前进有重大推动

一一Z(



作用的党，政，军人员，以及学者名流，革命先烈，英雄模范，能工巧匠、分别入传入表。

并选个别阻碍历史进程的人物入传，以作反面教材。

九、图表是形象和综括的表达形式。志书选用一定数量的具有资料性的照片，对排比性

强和类目清楚的资料均列表记述，以求文省事明。

十，本志所载艺文，古代的综述，当代的记述省以上报纸，刊物发表的作品，吟咏古黟风

光的古诗选录附后。全国发表的新闻报道，载于鬈文化志》的新闻条目内，不入艺文。

十一，《方言志》中，语音是方言的重要内容，均注以国际音标，以求准确，并注意语法，

词汇，同音字的记述。 。，

、

十二，附录中载入职正德本，清顺治本，康熙本，乾隆本，嘉庆本，道光本，同治本乃

至民国本《黟县志》的序言和跋，以示历代修志梗概。

～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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