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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原则，突出地方和时代特点，力求

思想性、资料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二、大事记上限起于1840年并适当上溯，下限止于1996年。因苍山县为

1947年新置县，县域内曾临沂、赵铸、兰陵、苍山等县并存分治，设撤分合多次

变更，所以各分志起限随之变化，下限统一为1996年。

三、本志以类设卷，卷下为章、节，横排纵述。为突出地方特点，特设苍山大

蒜，兰陵美酒及苟子3卷。

四、志书用语体文进行撰写，以记述史迹为主。采用志、传、记、图、表、录、

述等体裁，以志为主，其他辅之。

五、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入志人物以卒年顺序进行排列。少数反面

人物亦入志，以儆效尤。

六、所载数据，凡统计部门管理的以其公布数据为准，非统计部门管理的

数字，均使用业务主管部门数字。

七、年代采用公元纪年。地名以当时名称为准，必要时加注现在地名。

八、志书尽量少用引文，必须引用时，应注明引文出处或转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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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庙曾创造出光耀华夏的辉煌，左丘明、荀子、萧望之、匡衡、萧道成、徐搞、何

承天、鲍照、鲍令晖j王思玷等，或光耀中国政坛，或虎步中国文坛。久远的文

化、英雄的历史都因境域分治而难以用县志形式进行详细的记述，确存“有可

志之盛，而无志可述’’之憾。

为弘扬传统，借鉴历史，淬砺人民精神，建设四化大业，编修《苍山县志》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势在必然。据此，1982年成立苍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组建修志班子，虽几经波折，历尽艰辛，但终于完成，意义之大，自不待言。

《苍山县志》系统地记述了辖区内的山川河流、资源物产、风土人情、名人

古迹，科学地反映了历史沿革、经济发展、社会变化等文明进程；为党立志、为

民立志的指导思想坚定鲜明，详今略古、贯通纵横的修志史观唯物辩证。同时，

修志人员殚精竭虑；悉心剪裁，运用记、志、传、图、表、录、述诸体裁，提要钩玄，

公允记述，不失为一方之自然与社会的科学性文献。

’在修志过程中÷虽经只艮苦努力，反复锤炼，仍因我们的学识所限，难免存有

疏漏舛误，诚请读者不吝赐正。



2 苍山县志

《苍山县志》的编修得到省、市史志部门的有力指导，得到过许多专家、学

者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帮助。谨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鉴古以知今，温故而知新。认识过去是为了开拓未来，愿我县人民在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团结一致，锐意进取，创建更大的功绩。

值《苍山县志》付梓之际，谨以为序。

苍山县人民政府县长
．．．

苍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于中华

一九九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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