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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史，郡有志。 方志乃一地之全史，既为辑录地域治革、地理天

文、物产资源、经贸文化、民情风俗等事物 更为揭示各地乃至历代治袭

脉络、发展兴衰以及政治更替等轨迹。 故有言 ‘以铜为镜，可以正去冠;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

清代江北厅首先后两次修志。 道光时 江北厅署编{I多的《江北厅志》

己刊印出书。 然光绪时编修的《江北厅乡土志》只撰出志稿，尚未修毕刊

印。 志稿5万余字，与《江北厅志》各有侧重，尤其反映山、水、道路、桥

梁等内容较为详实，保存了清道光至光绪时期的相关史料。 志稿为手抄

本，字体草楷不一，竖排未断句，内容多处残缺，文字颇多错漏，不便于

存阅与考查，更未能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区地方志办公室及部分热心万志的老同志历经长期酝酿相近2年的辛勤

劳作，完成了《江北厅乡土志》的整理修订及编辑刊印工作，不仅实现了

对志稿文本的及时补救，更为重要的是对文字内容进行了诸多拾遗补正，

为志书有效存世与提供查阅打下了基础。 此举将百年憾事变为一大宰事，

实谓可喜可贺。 借此，谨对参与整理编辑工作的各位同仁的无私奉献和艰

辛付出致以深深敬意 !

修志难，整理旧志亦难。 因时代久远，各种文字、地情资料及人脉难

以考证，虽经整理修订人员fj]勉敬业工作、认真搜集查证，但志书内容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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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及编印工作难免欠妥之处。 遗憾或可体谅 且留待继来者予之核补及斧

正。

是为序。

重庆市城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唐丽华

2014年12月



整理修订说明

光绪末编修的《江北厅乡土志>> 5万余字，只撰出了初稿，惜未{~毕出

书，然该志稿保存了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领域的丰富史实，对

了解清道光至光绪末年的历史颇有补益。 该志稿为从右至左竖排，未断

旬，无标点符号，内容多处空缺，文字亦多错漏。 同时，志稿纸质赤佳，

字迹欠明(乃复印本) ，难于阅读、查考使用和经久保存。

渝北区(江北县)地方志办公室多年前即考虑对这部旧志进行整理修

订，以期发挥其应有作用，但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实施。 2010年，热心方志

的龙兴华先行做了开路性的工作 着手细读该志稿 进行警正、断句标

点，为整理修订打下了基础。 2013年7月，区地方志办公室在对民国《江北

县志稿》整理的同时 也将《江北厅乡土志》纳入整理的范畴。 聘请傅恒

模、龙兴华、李定泉、王隆仿、廖顶文5人，组成旧志整理修订工作组，与

区志办人员共同研究拟制整理修订方案，明确了工作方法、具体要求、完

成时限及实施方式等 8月即开始实施整理修订工作。

此次整理修订，行文格式横排，采用规范简化字，然对含义特定的繁

体字、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宇作了必要的保留，以保存原义为目的，决

非有意紊乱文字。 书中多有取材于清王尔鉴主编的《巴县志》、宋煌主编

的《江北厅志>> ，即世人习惯省称的《王志》、 《宋志>> ，整理修订中涉

及以上两书仍治袭省称。 其他颇有类似者，不嫌偷懒之讥，也擅例仿效。

至2014年6月，整理修订工作基本完成。

2014年10月至12月，由姜勇、王隆仿、傅恒模、李光娟对整理修订后



的《江北厅乡土志》进行编辑、校对，徐吉容、白小玉等协助，完成了刊

印出版工作。

为便于核查印证，刊印时将原文影印于后。 同时为保存历史的回忆和

深化读者的了解，编印时收录了一部分人文古迹图片于《江北厅乡土志》

中，希望不会留下蛇足之嫌。

《江北厅乡土志》整理修订工作在区志办统筹领导下进行。 姜勇主任

全力支持并经常指导，审阅了经整理修订后的全部内容:李光娟负责，胡

克源、徐吉容参与了整理修订阶段的协调联络工作:徐吉容、白小玉负

责，万成琼、刘奕含、熊私人参与了编辑出版阶段的协调联络工作;万成琼

负责电脑录入工作。 整理修订工作安排合理 组织有序 推进高效。 该志

整理修订完成，是诸位同仁集体智慧和共同努力的结果。

限于修订者的学识和能力，加之时间仓促、资料有限，此次整理修订

工作难免遗憾。 一是原稿有多处模糊不清、极难辨认的文字，虽经修订者

竭力斟酌推敲，但仍可能存在误读误制之处。二是原稿多处空缺，修订者

把补充缺漏作为整理修订的重点之一 但极个别处虽经多万查阅资料、再

三推敲研钊，仍无法补出 恕存空缺。 于此 虚心接受读者批评指正。

参加旧志整理修订工作的人员:

姜 勇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重庆市渝北区地方志

办公室主任

傅恒模 重庆市渝北区教委调研员、 《江北县志、1986 -1994)) 总编

龙兴华 《江北县志》特约编辑、 《江北县志、1986-1994)) 特聘编辑

李定泉 重庆市渝北区教师进修校高级讲师、《江北县志1986-1994))

特聘编辑

王隆仿 重庆市城北区经济相信息化委员会调研员

廖顶文 重庆市渝北区统景镇中坪中学教师、 《江北县城乡建设志》等



志主编

胡克源 重庆市渝北区地方志办公室副调研员、 《江北县志1986-

1994)) 编辑

李光娟 重庆市渝北区地方志办公室副调研员、 《江北县志》校对、

《江北县志1986-1994)) 编辑

徐吉容 重庆市渝北区地方志办公室综合科科长、 《江北县志1986-

1994)) 编辑

臼小玉 重庆市城北区地方志办公室编修科科长

万成琼 重庆市渝北区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技师， ((江北县

志》、 《江北县志1986-1994)) 打字

文iJ奕含 重庆市谕北区地万志办公室工作人员

熊 私人 重庆市渝北区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

重庆市渝北区地方志办公室

2014年12月



⑧ 

注:江北舆图、江北城图出自《江北厅志>> (清道光二十四年刊本文11摩塔、东汉无名阙

图片由江北区档案局(地方志办公室) 提供:塔坪寺及塔坪寺铁塔、俑岩禹王庙、文星

阁、明心桥、登商桥图片由谕北区志办拍摄:统景小三峡由统景镇政府提供: 其余图片

由区文物管理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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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翠云的多功城

多刀j城远景



龙i案节孝牌坊(现存于碧津公园)



位于人和双桥村的节孝牌坊



位于鸳鸯牌坊村的节孝牌坊



位于木耳学堂村的节孝牌坊



位于天宫殿双碑村的王家大坟石刻建筑群坟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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