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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贵池县志》经编纂者11年辛勤笔耕，终于出版问世。这是贵池县精

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志书，汗牛充栋。清代方志

学家章学诚对古代地方志的功用作过精辟的论述，章氏认为，通过修志可以

“详审山川，备载万物，博采风情，考核典章，著录政绩，彰善瘅恶’’。可以预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新观点、新资料和新方法编纂而成的《贵池县志》，

将更能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贵池县志》是信息库。它是本县从历史到现状，从自然到社会的信息贮

存。善用之，可以转化为社会物质财富。当今的修志实践证明，不少来自地方志

的信息，对发展地方优势，振兴贵池经济，的确起过很好的作用。

《贵池县志》是面镜子。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观兴衰"。新编《贵池县志》

通过直书史实，明百代之是非，将使后来的执政者以志为鉴，认真吸取经验教

训，做好工作。

《贵池县志》是教科书。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思想建设，新编《贵

池县志》将成为教育人民、教育子孙后代的乡土教材。

《贵池县志》对于客居他乡的贵池籍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是一座联系家

乡的桥梁。乡情依依，人人有感，“睹其山川景物，则坚其乐业之心’’，出自志书

的娓娓乡音，将召唤众多的贵池儿女前来，为振兴桑梓，贡献出智慧和力量。

本届修志．自1982年8月起步，至今整整11年。这11年是全国新编地方

志工作的开创阶段，它所经历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修志初期，可谓是筚路蓝缕，

步履维艰。本市修志工作者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执著追求，锲而不舍，考微掘

隐，广涉旁搜。古语云，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历届中共贵池县(市)委和县(市)

人民政府的重视，各方大力支持，经过修志者的艰苦努力，终于攻克了不被人

们认识、理论准备不足、资料不足三大难关，完成了“盛世修志"的大业。值此志

书编成面世之际，贵池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谨向全市(县)地方志工作者，向关

心、支持和指导《贵池县志》编纂工作的长者和专家们，致以诚挚的敬意，他们

的功绩，贵池人民不会忘记。

祝愿新编《贵池县志》在全市人民锐意改革的年代，发挥巨大的功用。

’贵池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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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经济、政治、

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继承修志传统，横排竖写。采用小编结构，分卷、章、节、目4个层

次，平头设志。总的格局分：卷首、主体各卷、末卷3个部分。全志除卷首、末卷

之外，共设32卷127章381节；述、记、志、传、图、表、录综合运用。入志照片．

在全书卷首适当集中，辅以随文附照。

三、本志记事，统合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尽可能追溯到西汉建县时．下限

迄于1988年，个别事物适当延伸，重点记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的70多年，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40年。

四、本志设概述于全志之首，主体各卷根据内容需要设无标题小序，以为

全志和分志之纲。大事记为全志之经，记述本县作用大、影响深远的大事、要事

或带有起点性的新事。

五、本志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不设专卷，遵照“宜粗不宜细"的

原则，在《大事记》中对其始末和因果作概括陈述，有的内容分散记述于各类专

志之中。

六、本志不为在世人物立传。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但对主要活动地区在

本县的客籍人亦予以立传。在世人物的活动，按“以事系人"的原则记入志书的

有关卷、章。

七、本志对县境内地、市级以上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概况，略述于各有关

卷、章。

八、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

末体；其余均使用记述文体，寓观点于史料记述之中。

九、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一律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同

一节内只在首次出现时夹注)，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本志所称“解放后”，指1949年4月21日贵池县解放之后。“建国后’’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十、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用现

行标准地名。

十一、各项数据：(1)一般均用本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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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数字。(2)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数字，包括在贵池县的省、地、市属企

业；工农业总产值，工业和农业的产量及产值、职工人数，人均收入等数字，除

注明者外，均不包括在贵池的省、地、市属企业。(3)解放后历年的各项经济数

字，除工农业总产值及工业、农业产值已按1980年不变价折就外，其它均为当

年价。(4)建国后历年人口，耕地等统计数字除注明者外均不包括1965年划属

石台县的8个公社。

十二、计量单位：志中除保留土地面积计量单位“亩’’，机械功率计量单位

“马力’’外，一般采用现行的计量单位。

十三、数字书写：统一于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门公布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十四、本志资料来源：省、市、县档案、正史、旧志、家谱、有关报刊、专著，以

及有关人士的回忆录等。以上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原件和抄件存档备查，

不在志书中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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