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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十载寒暑，《淮安市志》终于面世。这是值得百万淮

安人为之庆贺的一件大事。

淮安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早在唐代，淮安已开始编

修地方志。明清两代，修志相沿成风。目前，存世的有明代

《淮安府志》3种、清代《淮安府志》4种及县志6种，另外还

有很多个人撰著的专业史志书籍。民国期间，淮安战乱不搿

断，仍编成《续纂山阳县志》、《山阳艺文志》、《淮安县志》等

志书计28卷。

新中国建立后，淮安县人民委员会于1 960年组织人员

编写了《淮安十年史》，记载了淮安县1 949～1 959年间政

治、经济方面的基本状况。而《淮安市志》则是工程最为浩

大、内容最为完备的一部新方志。

淮安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5000多年前，我

们的先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青莲岗文化"。

自隋代起直至清末，淮安长期是郡、州、路、府的治所，经济

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特别是作为一代伟人周恩来的

故乡，淮安更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让世人了解淮安的历史，

让后辈知晓淮安的变迁，《淮安市志》是最为便捷的指南。

建国后，淮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后，淮安的经济和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尽管如此，

我们仍感到建设淮安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实现小康和现代

化目标尚需依靠全市人民作出长期而不懈地努力。过去的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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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是一块路标，过去的失败是一面镜子。在走向未来的进

程中，我们必须以史为鉴，继承传统，超越历史，开拓未来。

而《淮安市志》则是我们透视往昔最为理想的窗口。

《淮安市志》虽然只是一部县级地方志，但它凝聚着许

多资料收集者和文字撰写者的无数心血，篇章之宏大、结构

之完整、史料之翔实、评叙之严谨，是淮安以往任何一部志

书都无法相比的。可以预见，它必将在振兴淮安的大业中发

挥其独特的作用而惠及后世。

应本志主编之嘱，合议数语，为之序。

中共淮安市委书记 花法荣

淮安市人民政府市长 陈寿松

一九九七年十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求实存真的

原则，力求客观地反映淮安的情况。记述范围，以淮安市现辖境域为

主，兼及历史上区划变动的情况；记述时间，上限因事而异，下限止

于1991年底，大事记延伸至1995年。

二、本志以语体文行文，体裁为序、述、志、传、图、表、录，记述层

次为编、章、节、目、子目。

三、本志人物编分传略、表、名录三部分。入传人物均为已故人

物，表、录不受此限。入传人物侧重本籍，兼收外籍；以卒年为序排

列，卒年不详者只记生年。表收录的人物有进士，在本市工作或本籍

在外地工作的知名人物，高校、科研、企业单位领导人和旅居港台及

国外知名人士。入名录者为举人、先进个人，副地、师级以上领导人

和高级知识分子，以及革命烈士。

四、本志在行文上一般采用约定俗成的简称，如中国共产党简

称“中共"，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简称“民国"和“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新中国

建立前(后)"或“建国前(后)"，“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淮安县

(市)为“淮安”等。

五、本志纪年，建国前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同一节内，

重复出现同一年号，只在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为

公元纪年。

六、本志度量衡计量单位和货币面额，建国前均依当时名称；建

国后，一律采用1984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建国

初，旧人民币单位均折为新人民币。

七、行政区划、机构、职官、地名均依当时名称记述，如“山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县”、“淮安县”、“淮安市"等。

八、本志数字规范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公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九、本志数据以统计局发布的为准。统计局缺少的，采用有关部

门提供的数据。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方志、正史、野史杂记、报刊、文书档案

以及相关单位提供的资料，一般资料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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