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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历时八载≯凝集着二百余人心血二，从四千『'

五百多万字原始资料提炼而成洋洋百万余字的<太仓‘．

县志>，今天终于出版了。这是我县历史上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项重大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厂值得为之庆一

． 太仓，，-东枕长江，南邻上海，西靠苏州，北接

常熟，是江苏省的“东大门?’，⋯苏南地区的一块宝地。‘

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j古I

代即在此置仓囤粮，漕运出海o”秦汉年代；这里就j

．有娄县惠安乡之建置。明弘治年问设州，清雍正二

年升为江苏直隶州，民国元年开始建太仓县。生息

其间的先民及继承者，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孕育出

大量的历史文化，滋润出膏腴沃土。更使人感奋的是：

解放。四十年来，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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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以

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方针指

引下，这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太仓成为

苏南沿海发达地区一颗令人瞩目的新星。这些英雄

业绩和风云历史都应记录在册，都应流传后代。
’

太仓自明代以来，先辈曾编纂过州志、县志、

乡里志、专志、杂志等各种地方志六十余部，为我

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但辛亥革命以后的七十

多年， 因为各种原因，没有重修县志。为此，从

1983年6月始，在中共太仓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

成立了太仓县志编纂委员会(后改名为太仓县编志修

史委员会、太仓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并组织班子，

调集人员，分线发动，上下结合，全面开展工作。

县委、县政府不仅把修志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而．

且自始至终地掌握工作进程，为修好县志提供了必

要的条件。县志办公室的同志和全体编写人员在七

个寒暑中，辛勤劳动，积极工作，先后去北京、南京、

上海、苏州、无锡、嘉定、常熟等地查阅档案、收

集资料，经过整理、撰稿、加工、核实、修改、补

充等各个步骤，最后经专家评议、审定，终竣其工。

应该说，这是一部有广泛群众基础和科学根据的著

作，是众手修志、众口评志、众目审志的产物。

新修县志，分列二十六篇。它充分反映了本地

区农业、水利、工业、商业、教育、卫生、邮电、

财税、城乡建设、交通、体育、自然环境、建置区划、



：。

I一一一．，
一。‘一一

’一， 一』‘壁。

军事、科技、社会、‘政务、‘劳动人事、+综合经济管理、。

治安司法、人口、党派社团、文化、金融、人物、 _

民政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各种成就和业绩。本志

在编纂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本着贯串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并以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各种史料进行分析研

j究，去芜存精，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加以记载。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某些失误和曲折，

也作了真实的反映。总之，新县志具备了观点正确、

史料翔实、内容详备、体例完善的特点，是一部对

历史忠实可信、对后人开卷有益、对谱写四化新篇
‘

～．章有所借鉴的“百科全书”。新县志的顺利修成，不

仅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存史、资政、教化”

的宝贵财富，而且对我们的千秋大业也将会起到承

一I一先启后：观古鉴今、一继往开来的促进作用，：实在是
． 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在此，我们向一切关心、

参与、支持、帮助过这部新县志诞生的全体同志表

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o
“

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已进入到了一个新

的发展时期，．“八五”期间的新蓝图已经展现在我们

面前。已经达到小康水平的太仓，全县四十五万人民，．
， 在新的起跑点上，正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整齐的步伐，

二． 朝着更宏伟壮丽的目标前进。，瑰丽多彩的历史篇章，⋯二⋯
! 正展开更新的画页二在这样的时刻，新县志的出版 ，

问世，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历史，认识县情，尊重客观，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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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探求规律，正确决策，无疑会起到借鉴作用，其意

义重大。我们希望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都能认真读

一读这本新县志，从中得到启迪，得到鼓舞，得到

激励，得到促进，从而为建设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新太仓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周振球张宗民范正清

19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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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系统记载太仓

县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

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o ，

二、本志的体例和篇目，继承我国方志的优良． 一⋯

传统，又有所创新。全书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及

附录三部分组成。篇首设概述，综叙县情，统览全貌；

大事记，以时间为顺序记叙全县大事、要事，纵贯⋯

古今。主体为专志，按事物性质横列门类，纵述史实， ．

共设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口、农业、水利、工业、

商业、交通、邮电、财税、金融、城乡建设、综合

经济管理、党派社团、政务、治安司法、民政、劳

动人事、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

社会、人物等26篇、j 120章、一392节。篇末设附录_⋯～_|

收录某些单项性资料。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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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志从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出发，

主要记述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

为了贯通古今，则不定上限，下限止于1 985年，《大

事记》下延至1988年。

四、全部资料来源于各档案馆(室)、图书馆藏籍，。

历代地方志和历史文物，以及当事人、知情人提供

的口碑，经过考证核实，一般不注明出处。统计数字，

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少数缺项则采自主管部门

或有关单位。

五、历代纪年，仍沿用其年号，在各“节"中

多次使用同一年号，则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相应的

公元纪年。中华民国卜简称“民国"，其纪年用阿拉

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或称“新中国成立

后”)，用公元纪年。1 949年5月13日太仓解放后，简

称“解放后"o

六、本志立传人物均为已故者，以本籍人为主，

并有少数在太仓历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客籍人士。

在坚持正面人物为主的前提下，也不排斥个别有较

大影响的反面人物，一律以卒年为序。生人不立传，

其事迹，散记于有关篇章中。

七、本志文体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方言"

加注国际音标。统计数字和公元纪年一律用阿拉伯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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