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缙云县志编纂委员会

一荟亚日龟一





序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缙云县志》脱稿付梓，这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项重大成果，可喜可贺!

缙云素称穷乡僻壤，而人文颇盛，自宋至清，先后编修县志8部。最后一部乃清光绪

二年(1876)所修。此后100多年，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推翻封建帝制，还

是坚持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缙云皆有可歌可泣者。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 。

导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百业兴旺，经济

腾飞，社会进步。其问亦有挫折，亦有教训。这一切，我们均有责任将其载入史册，让今人+

及其子孙知历史，明兴衰，辨是非，鉴得失，以期扬长避短，兴利除弊。基于此，县委、县政

府组织有志于斯的同志，前后通过10余年的艰辛劳动，又蒙省地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

和外地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才得以在本届任内完成这一浩繁艰巨的系统工程。为此，

我们深感有缘、有幸，同时谨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对有功于此一艰巨工程的诸同志表

示深切的谢意。
。

新编《缙云县志》为本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

?为指导思想，运用新观点、新方法阐述缙云自唐建县后1000多年的社会发展进程，全面’．

记载建置、环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的历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

色。可谓一册在手，古今了然。我们希望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读志用志，了解缙云，以史为

鉴，努力工作，把缙云建设得更好。我们相信，《缙云县志》必将为缙云今后的各项事业发

挥其不可低估的作用，缙云人民亦必将以其勤劳和智慧创造出比前人更辉煌的业绩，为

《缙云县志》续写更壮丽的篇章。

中共缙云县委书记

缙云县人民政府县长

月6良民年淳军％卢吕均



序 二

缙云县自宋成淳问开始修志，明清期间曾七次纂修，是一个有修志传统的县。然而，

自清光绪二年(1876)编修、六年补修之后，中断已达一个多世纪：百余年间，定有不少有

识之士创议过修志，但事与愿违，“愿莫之遂”，志苑荒芜，形成了百年空白，对广大缙云

人士，对学术界、方志界来说，不能不是一件憾事。

社会主义时期第一届新方志的纂修，缙云县起步甚早，1981年已建立机构，调集人

员。然而，中间屡经曲折，机构隶属变化，人员几次更迭，修志工作时辍时续。直至1991

年8月，重整旗鼓，奋力直追，踏实有序地进行，又积数年之辛苦，终于苦尽甘来，大功告

成，志书问世，其间之曲折、艰辛是可以想见的。

缙云县修志历史和现实的不平凡经历，说明事业艰难，成志不易。尤其是本届修志

异乎往常，统贯古今，横及百科，要求更严，难度更大。要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翔实的县

情调查，要超过前人，受用今人，无愧后人。“夫事贵创厥始，尤贵善厥终”，要善始善终完

成这项空前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是十分艰巨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方志工作在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今天，又是一项“不易被人们重视的重要工作”。为此，没有几届党政领导人

的高瞻远瞩，高度关心，持续重视，没有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相互协作是难以毕功的。

修志仅有领导和部门的重视还不够，还要有潜心于修志事业奋力实千的编纂人员．

且不谈修志需要一方“鸿儒硕彦，成萃于斯一，但要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文字功力，要有

相当的史识和史德，则是肯定无疑的，并且还要全身心地投入，历寒经暑，夜以继日，奋

力不懈，既要不怕艰苦、辛苦，还要甘愿清苦，安贫乐道。为此，当填补世纪空白，经历十

年曲折的皇皇巨著《缙云县志》摆在我们面前时，敬佩、感激、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缙云县志》历十余年之功，积累了大量资料，奠定了成志的基础。全志除首、尾之

外，共25编，以翔实的资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缙云县历史和现状的方方面面。全书排

列有序，结构严密，从现境出发，首先记述自然环境，涉及天、地、人。其次记述经济发展

状况，既有综合记述，又作单项表述，并揭示其间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再次，记述政

治部类，从政党开始，记政权、政协、政府工作，到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军事。再记教

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并突出了教育和科技。末编是人物，表明缙云历史和现实

的林林总总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人民群众和各个方面杰出人物的作用。全志形成一个完

整的思路、严密的体例，是十分可取的。

全书在上述全面记述中，又充分显示了缙云“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特色。此山不

同于他山。缙云县一方面“山谷硗瘠”，耕地缺乏，条件困难；一方面是佳山丽水，深山藏

秀，前人所谓“叠嶂回抱，中心翠微”，可以忘归。因此，设专编“仙都”，详记主景区和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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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同时，对山区的地质、地貌、气候和林业、工矿业、电力等编、章都作了详细的记述，

并揭示山区与全县经济发展、制约的辩证关系。从中可以给人们以扎实的依据，深刻的

启示，从实际出发，立足山区，发展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近年来，我曾专程和路过缙云，总以未能见到一代新志为憾。现在志书终于问世，我

作为方志工作者，请允许再一次向历届缙云修志领导和志苑新老同行表示深深的敬意。

． 魏桥

1995年7月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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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缙云为古县，历史悠久，山水秀丽，民情朴实，文风亦盛，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又有

很大发展。盛世修志，编纂一部县志，记载缙云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不仅十分必

要，而且非常有意义。

我从80年代初起，曾为志事多次访问缙云。每次访问，都为县里执事诸公的隆情厚

谊所深深感动，为缙云的秀丽山水所沉沉陶醉。

缙云山水确是秀丽可人。好溪自东北而西南贯穿全境。这是一条不大不小的溪流，

水色清洌，或急或缓，有浅滩，有深潭，溪水或默默流淌，或潺潺有声，两岸青山环抱，信

步溪边，犹如身在画图中。出县城沿好溪东北行10余里，即入著名的仙都风景区。仙都

风景名胜尽在好溪两岸。进入风景区，但见一石板长桥跨溪卧波，野趣盎然，极有风致。

前行不远，有一亭筑于岸边，名为问渔亭。此亭乃建在溪中一巨石之上。石面平坦，横卧

溪面，四面临水。置身亭中，或看山色，或听水声，尽是风景。问渔亭右侧有倪翁洞。“倪

翁洞”三字系唐代缙云县令李阳冰篆书石刻，极为端庄雄健。上倪翁洞，初宽阔平坦，继

曲径通幽，拾级而上，又豁然开朗，教人称奇。再往前行，遥见溪水对岸有一石峰拔地而

起，高百丈，巍然耸立，即为自古有名的鼎湖峰。鼎湖峰，雄伟壮观，或如倚天长剑，或如

擎天玉柱，或如破土春笋，屹立在佳山秀水之间，极尽风流。南朝谢灵运在《游名山记》中

曾载称：“缙云山旁，孤石屹立，高二百丈，顶有湖，生莲花。”清代袁枚则惊叹：“仙都名久

传，未到头已仰，可惜鼎湖高，可望不可上。”好溪两岸，还有很多景点，美不胜收，如步虚

山、仙水洞、伏虎岩、月镜岩、小赤壁、姑妇岩、小蓬莱、铁城等等，处处是风景，在在如图

画，令人百游不厌。仙都是缙云的骄傲，是缙云突出的地方特色。《缙云县志》将仙都从

“自然环境”中析出，独立成一“仙都”篇，这很必要，也很高明，使这部志书有了鲜明的个

性和突出的特色。

缙云盘溪流域梯级电站，是缙云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重大建设成果。盘溪从

连峰直上霄汉的大洋山上飞泻而下，二三十里地，落差600余米。’在那重重叠叠的悬崖

峭壁间。凿渠引水，开发小水电，景象雄伟壮观，亦为游览观光的好去处。缙云城乡到处

利用凝灰石砌墙造屋，嶙峋夺目，还有缙云麻鸭远近闻名。凡此种种，《缙云县志》都予以

着力记载，也都反映了浓厚的地方特色。

《缙云县志》还有一个志书本身的特色，它不是如一般志书那样，在卷首先排图片，

后写文字概述，而是将图片和文字概述糅合在一起，设为“概貌”篇。即以文字总述县情，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图片，分组排列，集中展示主要特色，做到概而全，全而特，图文并茂，

相得益彰，看过去不仅清楚明白，而且甚为赏心悦目。我看过数百部地方志，这样安排，

4

『『I●●，



尚不多见。这是方志体例中一个不同凡响的创新，应该肯定和赞扬。方志就是要有这类

创新，我为它举手雀跃：
。

缙云风景很美，人也很美。我前后数次访问缙云，在路旁，在街上，在田野里，在村舍

中，遇到过许多缙云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诚恳朴实，友善好客，慷慨待人。这是缙云

的民情和风俗。

笔序至此，我要专记一下我的几位修志同行。尹继善先生，编修《缙云县志》的前期

主事人，是一位忠厚长者，地方硕彦，精书法，善属文，相与过从10余年，印象深刻，令人

景仰。新编《缙云县志》之有成，多赖先生之功也。金兆法先生乃后起之秀，年轻有为，后

期主持县志办公室，诸多事务，均所擘划，且任主编，使《缙云县志》能顺利定稿和出版，

功莫大焉。最后还要着重提一下，先在缙云县志办公室、后调丽水地区志办公室工作的

周子文同志，他为人笃实，谦和有礼，勤奋好学，曾一度从我学过方志学，很有成绩和心

得，本该在修志事业中作出应有贡献，惜天不假寿，英年早逝，悲夫!

值此《缙云县志》付梓之日，我既赞其书顺利出版之盛，又为修志诸公辛劳数载而喜

获成功庆幸。是为序。

复旦大学教授黄 苇

1995年6月20日



凡 例

一、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详今略古，求实存真。

二、记、志、传、录、图、表、照片并用，分编、章、节，首冠《概貌》、《大事

记》，末设《丛录》。

三、上限依资料而定，下限一般至1992年，少数内容延至成稿之日。

四、以事分类，横排纵述。《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

五、民国以前采用历史纪年，以汉字书写，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

“新中国”，以公元纪年。“解放”指1949年5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缙云。所称

“××年代”均省去“20世纪”字样。

六、人物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

七、以县统计局数据为准，酌用部门数据。

八、资料来源于旧志、档案、宗谱、书籍报刊、调查采访及部门提供，一般不注出

处。

九、地名采用现行名称，沿用旧地名一般夹注今地名。

十、计量单位不一，历史一般按当时名称记述，现行采用法定单位。



概 貌

缙云县居浙江省中南部腹地，扼金(华)、温(州)要冲。位置在北纬28。24’"-'28。57’和

东经119。577"'120。257之间。东临仙居，西接武义，西南紧靠丽水，东南与永嘉、青田毗

连，东北与磐安交界，北与永康接壤。东西宽54．6公里，南北长59．9公里，总面积

1503．52平方公里。

缙云县居于浙江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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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五云镇

舒洪镇

缙云县城全貌

大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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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境地势，人致以好溪为界，东南

高。西北低。括苍Ilf脉分数之，Eh仙肼入

境，绵延起伏T：东南部。伞县丁．米姒上I JI

峰346座，大洋山Ⅲ§海拔1500．6米．

为境内最高峰。县西北部．多系低山丘

陵，为仙霞岭余脉。t爱河流仃好溪、新

建溪、永安溪．分属瓯j I：、钱塘江、疋江水

系。平原上要7j‘-艇镇，新建’卜原。矿藏姒

沸石、萤石、凝灰岩、珍珠#}、花岗岩、高

岭土等“五岩‘L”为主。全县山多田少，

有“八山一水‘分『ri”之韵：。中、IE热带季

风气候，删季分}iJ|．温暖湿润。

缙云多佳山丽水．人／J、仙部名闻古

今。自南朝以来．被道家视为涮天福地。

一柱鼎湖峰．倾倒历代墨客骚人。近人赞

誉仙都兼具黄山、华山之奇险．两湖、桂

林之美秀。1994年2月．经罔务院批准，

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医。

小蓬莱

鼎湖峰



免翁洞

姑妇々 双峰晓色

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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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经济．向以农业为主，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以粮食生产为主。然缙云山居

其八，“凡山谷硗脊，皆壁种薯蓣、苞粟、靛菜之属”，仍“民不宿饱”(清道光《缙云县志》)。

新中国成立后，依靠集体力量发展经济，【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2037万元增至1980

年的11434万元。但是“三为主”的格局未变，期间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

动冲击，经济建设受到影响。

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改变干百年来面朝黄土、背负青天、凿山丽耕的单一经济模

式，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个体工商业和商品农业，传统的经济结构逐渐被打破。1985年

工农业总产值21083万元。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1992年农,lk占J二农业、种

植业占农业、粮食占种植业的产值比重分别为28．9％、38．7％、62．6％。

香菇棚 香菇市

茶园(左下角：上笋峰下曲毫)



黄花菜丰收

蛋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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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纵横，养鸭历史悠久。80年

代以来，缙云麻鸭跨出县界、省

界，借地养鸭生蛋。鸭农足迹遍

及上海十县，广东百县，直至大

江南北，长城内外，年产值}：亿

元。

雏鸭



来元时已开始立窑烧瓷。民

国时已有机器r北。50年代以

后．全民和城镇集体【：业发展迅

速。1980年工业总产值4237万

元，全民和集体工业产值分别占

59．3％、30．1％。80年代后．乡镇

工业异军突起．私营工业发展尤

其迅猛，1992年全民、集体、私营

工业已成鼎足之势。

县境溪流湍急．落差大，水力

资源丰富。60年代以来．各地大

办小水电．最多的1980年伞县有

小水电站162处。盘溪流域梯级

电站闻名中外，参加国际小水电

会议的24个国家官员和专家前

往参观，评价颇高。昔日恶溪，今

献青LⅡ明珠，大放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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