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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海淇浴场

川沙套固“白漾水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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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同志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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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沙毛巾产品

II沙奶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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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松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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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绸服装车间

t．人在制作高桥绒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清
党
绗
年
M
∞
杖
蚪
仲
殴
味
栈
，
J
⋯
『
盹
景
蝌





匿

县





凡 例

一、本志主要分大事，人物，特产、名迹四部分，

六十六篇，附图二张，照片二十五幅。

二，竹枝词和民歌泛咏民间风土习俗、人情世态，

县内四家竹枝词五十首、民歌十五首，以窥一斑。

共收文章

本志选录

三，大事、人物排列，以时间先后为序，唯近人张闻天、黄

炎培功迹卓著，故列于首。

四、特产排列，略以动物、植物、制作工艺为序。

五0名迹历久，有所废兴，故本志所记，不以现存者为限。

六、“志为实录”，本志取材，举事俱有所据。

七，本志文章，大部分由县志办公室编修人员整理撰写，也

有部分约稿。凡转载之文，各于其后注明出处。



序 ．言

川沙是j二海市东部的一个近郊县，位于东海之滨、浦江之噼．

北濒长江入海口，西南与一卜海、南汇两县接壤。这里土地肥沃．河

网密布，风最秀丽，物产丰富，具有江南水乡的特色，索有“奶

牛之乡”、甜纥卉之乡"和“华侨之乡’’的美誉，人们称之为

“浦东宝地”。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

入，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全县的农副工各业有了很大发展，

特别是乡村工业以两位数的增长比僦突飞猛进，带动了整个经济

的繁荣振兴。如果把全县的地形毙作一个三角形，那末川沙正在

成为名符其实的“金三角刀。

J11沙自明朗嘉靖年问建城至今已有四个多世纪沟历史。在这

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川沙人民以自己的勘奋、智慧和勇气创造出

光辉灿烂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用血和汗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沟文

明史。如何把这部史诗用文字的形式反映出来，使今人受到鼓

舞、后人受到教育，这是正在从事』ff沙县地方志绽纂工作的二百

多位同志的奋斗目标。但是，编纂县志，工程浩大，不能一蹴而

就。况且一旦成书，也是洋洋百万言，读来颇费时间。怎样使编

纂工作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为改革开发、发展商品经济服务，为

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后来，县志编

纂办公室的同志出了一个很好的主意，决定在已经掌握的翔实资

料的基础上，选编出版一本文字精炼，内容浓缩的《川沙乡土

志》，作为介绍川沙的一部简史，以适应对外开放的急需和满足

广大读者的渴求。这本书由大事、人物、特产，名迹四部分组

成，共撰文六十六篇，并配图丽张、照片二十五帧，还收录反映

乡土人情的民歌十五首、竹枝词五十首，亦可谓l、1类齐全、丰富

多采。我们想通过这本书的出版，为旅詹海外的侨胞、港澳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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