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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数载努力，五订纲目、七易志稿，一部通贯古今，全面系统

地记载义乌经济、政治、文化的鸿篇巨制——《义乌市志》，终告成

功。这是义乌历史发展中的一件盛事，也是文化大市建设中的又一

丰硕成果。

历史上的义乌，人文荟萃，文风鼎盛，物华天宝，钟灵毓秀；当今

的义乌，政通人和，商贸发达，群星璀璨，千帆竞发。所有这些，理当

载入史册，长存于世，彰往昭来，发扬光大。更何况，数千年来，在义

乌大地上，承载着多少悲欢离合，催生了多少英雄伟业，需要我们穿

越时间的隧道去追寻那些鲜为人知的先民足迹，去寻觅和梳理自身

的历史文脉，将义乌纵贯数千年，横陈几百里的沧桑巨变，如实地记

载下来。

义乌素有修志传统。据嘉庆《义乌县志》载，“乌之有志肇自宋

元丰郑安平”，至今尚存明万历、崇祯，清康熙、雍正、嘉庆《义乌县

志》及未曾付梓的民国《义乌县志稿》。这些版本各异的旧志，为义

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事资料，惜其囿于时代局限，历代志书陈陈

相因，厚人文而薄经济，重宦绅而轻黎民，褒封建伦理而贬人民群众

的创造精神。1987年版的《义乌县志》，为此做了大量的纠误补缺

工作，但因时间紧、任务重、人手缺，仍有所疏漏。为达补其缺、正其

谬、续其无之效，新编一部《义乌市志》已成历史的呼唤。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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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市志编纂者跋寒涉暑，索隐探微；勇于创新，厘定体法；追

本溯源，立足当代，上承前志精华，下聚各方灼见，力求以翔实的史

料，严谨的考证，完备的体例，朴实的语言，溯历史兴替，彰英雄功

德，志名人业绩，载建设成就，以期实现熔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

一炉，集时代特点、地方特色、行业特征于一书之目的，收到文约事

丰、见微知著的效果。集义乌万事万物于一册，凝数千年沧桑于尺

幅，看到千百年来先辈们为生存而上下求索的历史，会更深切地感

受到今天义乌崛起之不易，这是一种更生动、更具体的爱祖国、爱家

乡教育。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资治当代，垂鉴后世，有着不可低

估的作用，其业之宏，其功之勤，其效之著，自有志在。

古人云：“天下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国有史而褒贬劝惩之法明。

天下有志，而得失鉴戒之义彰，其信今而传后。”历史是面镜子，只有

了解历史，从政者才能正镜旁鉴，兴革治理；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

之得失。

编好一部志书，既可为本区域的各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提供可

靠的依据，也可为研究这方地域发展史和探索它的客观发展规律提

供科学、翔实的资料，从而起到资治辅政之作用。

欣逢盛世，吾等来义履职，莅任兹土，深感斯地山川秀丽，民风

淳朴，且被义乌悠久历史和卓著业绩所鼓舞，酷爱之情，与日俱增。

编史修志乃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也是昌明盛世之标志。如今，承

继前任，督修市志，今得玉成，欣然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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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

义乌市人民政府市长何美华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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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以记事的史志为多。据《中国地方

志联合目录》的初步统计，现存历代方志8 264种，若按纂修朝代

计，明清两代居多，明存942种，清存5 701种，真可谓是古籍中之

大宗。而义乌明存万历、崇祯，清存康熙、雍正、嘉庆，就其比例而

言，也不负“小邹鲁”之称了。

当历史的进程刚步入新千年，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紧抓良

机，设立机构，组建班子，动员各方力量，开展新修《义乌市志》工作，

历经数载，市志编纂工作者怀着“为义乌写志，给人民立言”的历史

责任感，跋寒涉暑，不畏艰辛，用“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

顽强毅力，将浩繁的史料，甄别遴选，去粗取精，终于编著辑成，堪称

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文化工程。更为可喜的是，她以全新的构架、翔

实的史料、鲜明的特色，跻身于新志苑，殊属可喜可贺。

一条义乌江，数千年滚滚流淌；古往今来多少人与事，在此沉浮

变幻。

翻开《义乌市志》，数千年灿烂的历史文化，仿佛又重新奔涌眼

底；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古称乌伤，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使得这里

风物清嘉，人文蔚起。从西周时已成为全国烧制原始瓷最早地区之

一，到春秋时城区古井聚集。已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市井；从“义乌

兵骁勇善战”到“敲糖帮艰苦创业”⋯⋯古往今来，文史经哲，犹如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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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秋菊冬梅夏荷，各擅一时之秀，独具色彩与芬芳。

《义乌市志》纵贯古今，横陈各方，将数千年之经罗于方册，使一

地之纬展卷可得。她较为全面地勾勒了义乌几千年来沧桑的历程，

重点记载了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风土等各

个方面的发展史实，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市)上

下坚持“兴商建县(市)’’战略，从“敲糖换鸡毛"、马路市场起步，通过

繁荣发展小商品市场，积极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走出了一

条独特的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成功道路。

编纂《义鸟市志》，是一次全面系统的地情大调查，是一项浩繁

的社会系统工程，志书具体翔实地反映了义乌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发

展全貌，储一方之文献，存百科之史籍，是垂鉴后世、传诸千秋、资治

永年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其浓郁的乡情，是沟通家乡游子振兴

桑梓的桥梁；其厚实的史料，是吸引中外宾朋了解义乌的指南。

披览此志，深感义乌的过去是充满生机的，义乌的未来是满怀

希望的。当前之义乌，正处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殊为难得的“黄

金时期”，我们将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着眼长远，立足当前，加速发

展，再创辉煌，努力给世界一个崭新的义乌，给人民一个满意的

义乌。

谨以为序。

4

中共义乌市委书记黄志平

2010年10月



⑨⋯⋯⋯⋯⋯⋯⋯⋯⋯⋯⋯⋯⋯⋯⋯⋯⋯⋯⋯⋯⋯⋯⋯⋯⋯I FAN LI圈■罾

凡 例

一、总则

1．新编《义乌市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遵照《地方志工作

条例》及《地方志质量规定》的要求，全面系统地反映义乌市自然、社

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统一。

2．本志以人的活动为主线，以改革开放为主题，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以城市化进程为主轴。力求体例科学、门类齐全、资料翔实、

特色鲜明。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服务。

3．本志系1987年版《义乌县志》的重修本。各卷篇记述，尽量

采录该版县志及现存明、清各版旧志的史料，以期统贯古今，体现义

乌历史之纵深感。同时，为避免重复，以史事纪略予以连缀，旨在纵

贯与横陈联结一体。

二、范围

4．以2008年义乌市辖区为界限，以市治所在地为重点，进行城

乡一体记述。1959年年底至1968年5月，浦江县曾并入义乌，大事年

表等将述及，该时期内之具体数据，除注明外一般不包括浦江部分。

5．遵循不越境而书、不越级而书的惯例。但发生在境外而与

义乌经济社会发展有紧密关联的大事亦予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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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断限

6．上限追溯至有史料可考之时，下限一般至2008年年底。某

些事物，诸如概述、人物、领导人名录、大事年表及著述目录等酌情

适当延伸。

四、体例

7．力求在继承旧志体例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坚持事以类聚、

述而不论，并采史志体，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并用，以志为主。

史体部分采用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和综合记述体等形式。

五、结构

8．采用大卷多篇体式。全志除主体10卷外，前冠卷首、后殿

卷末。卷首设序言、概述、史事纪略、大事年表等，为本志之总纲，使

览义乌全史者，但阅卷首，皎然可寻其经纬，粗领古今之变。卷末则

列志余、文存、索引及后记。

9．为突出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城市建设、市场、改革开放等采

取特设、升格、前置的办法予以彰显。

10．卷下分篇，篇下以类、目详之。每篇分别冠以导言，以示事

物发展之轨迹，起以纲带目之作用，达执简驭繁之效果。

11．为了尽可能实现资料性、著述性、学术性三统一，择历史影

响较大诸事件，以专记记之。

六、分类

12．专志不按部门立志，以事分类、类为一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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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物

13．人物由人物传、人物表录构成。坚持生不立传。传主以义

乌籍人士为主，兼及客籍人士。排列以生年为序。

14．根据资料和生平事迹，所录人物记述分详、简两类，即分别

为立传人物、简介人物。

15．人物表录分历代进士名录、高级科技人才名录、省部级以

上劳模及先进工作者名录、烈士英名录。

16．烈士以民政局在册名录为准。

17．贡献突出、成绩显著的在世人物，按以事系人原则记载。

八、纪年

1 8．采用公元纪年。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民国时期的

纪年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中国干支纪年和夏历月、日，清代及其以

前的中国历史纪年、各民族的非公历纪年，中国朝代年号，含有月、

日简称表示事件、节日和其他意义的词组，用汉字。

19．中国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同一自然段中同时代年号

仅首个括注，且略去“年”字。公元前的纪年加“前”字，公元后的纪

年省去“公元”两字。起止时间的表述用浪纹式连接号“～”连接，如

“1996～1998年”。

20．凡未注明世纪之年代，均指20世纪。

九、指称

21．历史朝代名、历代机构名、职官名一律沿用历史通称。地

名一律用1 984年版《义乌县地名志》的规范用名，传统地名与今名

有异的．括注今名。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翟团Y-W⋯刚-卜⋯⋯⋯⋯⋯⋯⋯⋯⋯⋯⋯⋯⋯⋯⋯⋯⋯⋯⋯⋯⋯⋯⋯⑨

22．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金华市委员会、中

国共产党义乌市委员会简称为省委、金华市委、市委，浙江省人民政

府、金华市人民政府、义乌市人民政府简称为省政府、金华市政府、

市政府。记述省属、市属单位一般都省去浙江、义乌字样。

23．本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本志所称建国专指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建国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煎后o

24．解放前后指1949年5月8日义乌解放前后。

25．1988年5月25日义乌撤县设市前记述时称县，撤县设市

后记述称市。其前后相连续的文字或表题，称义乌市(县)。

26．组织、机构及历史事件、政治运动，每卷首次使用时均用全

称，括注后则用简称或略写。

十、数据

27．数字的书写按《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计量单位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28．历史数据采自文献资料，建国后一般以统计部门资料为

准，缺项或与实际不符的，采用工作部门的统计数据。

29．在记载数据中称以上、以下、以内的，均含本数。

3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货币和计量单位沿用旧制，旧人

民币加注说明。

十一、资料

31．凡直录史籍文献原文者，注明出处。为免冗赘，来自部门

和档案馆的资料，出处一般不注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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