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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胜境。自唐代大历六年(771年)滁州

至今，巳有1200多年的历史。金山区

建琅琊寺，宋建醉翁亭、丰乐亭等一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撰写、苏轼手书的

物，受到历代文人游客的赞誉。1985

准，决定由部、省、地，市联合建设鼻安

列为全国10个重点森林公园之一。

确定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版《滁阳志》、清康熙版、光绪版

观、艺文等篇章中，分别有所记载。民

国十七年(1928年)，滁州人章心培先生与山僧达修，赞泉汇集

抄录旧《滁州志》和琅琊寺僧人保存的有关琅琊山的资料，编纂

了第一部《琅琊山志》，计4本8卷，专述部份包括“形势修：

“胜迹”、“建置”， “高僧传一，“塔铭”，“文集”，

“古诗集”，“醉翁、丰乐二亭集”、“近诗集捧、“楹联静等

10节。从存史角度看，是一部比较珍贵的山志历史资料。但由于

这部山志是私人编纂，内容较为简略，有些资料在抄录汇编过程

中，未经认真的核实校正，差误甚多，又已事隔50多年，不能适

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旅游事业的需要。为继承我国修志的好传

统，编纂一部新的《琅琊山志》的使命，就落到了我们这辈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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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iO月，滁县地区编史修志领导小组(后改称滁县地区

行署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为进一步开发，建设琅琊山，大力发展

旅游事业，决定组织有关部门共同编纂新的《琅琊山志》，并组

织有关人员，成立了《琅琊山志》编纂小组，后扩大为《琅琊山

志》编纂委员会。

1983年1月，经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批准，将新编《琅琊山

志》列入全省志书的规划。在中共滁县地委、滁县行署领导同志

的重视和省地方志办公室的积极支持、指导下，滁县行署地方志办

公室和琅琊山管理处密切合作，地、市有关单位也积极协作，经

过山志编委和编辑同志四年多的辛勤劳动，于1987年3月，编

纂了新《琅琊山志》初稿。同年六月召开新编《琅琊山志》稿评

议会，听取了有关领导同志、专家、学者和兄弟修志单位代表对

书稿的评议意见。会后，山志编委和编辑同志又用了一年时间，7

认真核实补充资料，全面进行修订，保证志书质量。如今，这部

新编《琅琊山志》终于出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们山志编委会

的全体同志为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而感到高兴。借此机会，特向

几年来热心帮助。积极支持指导山志编纂出版的同志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
、

怎样编纂好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山志，还处存实践和探索的阶

段。几年来，我们参考学习旧山志和新编《黄山志》、《鸡公山

志》的体例，根据琅琊山的特点，在编纂新山志的工作中，作了

一些新的尝试。新编《琅琊山志》除卷首部分刊登了照片、景区

图，概述外；专述部分分为“自然环境”、“名胜古迹”、“文

学艺术嚣、“宗教”、“管理”、 “旅游”共6章33节，’附录

部分有“大事记”、“文件辑存”、“驻山单位”，“l目志序

录”、靠考证挣。其中，“自然环境”、“管理”， “旅游”等

章，都是根据社会主义时期进一步开发建设琅琊山，发展旅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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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需要新增加，是旧山志所没有的·为了弥补志体横排，各

章资料分散，对琅琊山的历史演变缺乏纵的观感的缺陷，我们精

j心选编了从西汉鬲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至1987年二千多年

中，有关琅琊山名来源、山上的重要名胜古迹和开发建设琅琊山

有关的90多条大事，附录于专述部分后面，以便使读者对琅琊山

的历史，有一个总的了解。 ．

琅琊山首先是因为欧阳修写了《醉翁亭记》而名扬古今。和

全国其他名山相比，琅琊山的主要特点，是留存的诗词、散文、

摩崖碑刻较多，其中有不少佳作绝句，脍炙人口。1985年10月，

全国知名散文作家，诗人，评论家聚会琅琊山，举办了“醉翁亭

散文节”后，不少人把琅琊山誉为“散文之乡扫。因此，我们在

编纂新山志的工作申，除存“名胜古迹”章中，详细介绍了醉翁

亭风景区的历史和现状以外，重点放在编好“文学艺术”章上。

全志书拿出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选登了由唐至今描绘琅琊胜景

的160多酋诗词、21篇散文、19块石刻，还选登了有关琅琊山的

14篇轶闻传说，28首楹联、7首歌曲和“滁州十二景”石刻画，

以供读者欣赏。 ，

为了保证志书质量，给有关部门、广大读者和游客了解琅琊

山，开发建设琅琊山，提供可信的资料，几年来，山志编委和编

辑同志花了较大的精力，较长的时间，用于考证核实工作。山

一志中的“自然环境”：“宗教”、“管理”，“旅游”等章，

邀请有关部门的主要业务干部和技术人员撰写，并请有关领导
． 。和省内的知名学者、专家进行了审核。山志中记载的名胜古迹，

．以及人物、大事，都经过认真查阅正史和各种版本《滁州

志》、各种工具书，以及琅琊山现存的碑刻(碑贴)。塔铭，并

多次上山实地考察，一一进行核对。对“文学艺术”章中选登的

诗词、散文，尽力收集各种原著，各种不同版本的书刊相互对

比、校／E,纠正了旧《滁州志》、民国版《琅琊山志》的多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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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

尽管通过集体努力，完成了这部山志书稿，但是由于多年来

琅琊山的碑刻、匾额等文物损坏较多，南宋和明代初期编纂的

《滁州志》久已失传，有些史实无法找到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进行

核对，并受编者水平限制，这本新山志中，仍有一些不足之处，

期望广大读者赐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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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山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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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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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于滁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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