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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山山脉蜿蜒、绵亘于江苏省西南部，“一峰高出众峰巅”的

主峰大茅峰更是巍峨峻峭，鹤立于句容市境东南；二茅峰、三茅

峰逶迤北去，郁郁葱葱，宛如一条绿色长龙，点缀得江南旷野生

机一片。茅山是我国东南道教中心、上清派发源地，有“第八洞

天，第一福地”之称。茅山道院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开放道

观。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挺进到苏南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

战争，狠狠打击入侵日军，在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支持下，在茅山

地区建立了苏南最早的一块抗日基地，并向周围发展，形成了以

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再则，茅山自然风光旖旎，山上

林木蓊郁、荫翳蔽日、绿草如茵、鸟语花香；山涧泉水流清、溶洞

成群；高山平湖，碧波荡漾；有9峰19泉26洞28池之胜景，属

省级风景名胜区。

名山皆有志。据文献记载，茅山有志可以追溯到宋代。北宋

嘉祜年间，句容县知事陈倩修《句曲山总记》；南宋绍兴二十年

(1150年)，茅山道士傅霄修《句曲山记》四卷；元初，张雨著《茅

山记》。以上几部山记均已亡佚。之后，元天历元年(1328年)，茅

山道士刘大彬著《茅山志》12篇33卷；明代永乐二十一年(1423

年)、成化六年(1470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3次重刻；清

康熙八年(1669年)，句容人笪重光重编《茅山志》14卷。光绪三

年(1877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两次重刻；民国10年

(1921年)，江导岷订辑《茅山志辑要》。其后70多年茅山未有新

志。沧桑变化，物换景移，无所勾稽，实为撼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发、建设茅山，发展茅山旅游业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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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政府议事日程，而编纂《句容茅山志》则是向海内外宣传、介

绍茅山的最佳方式和途径之一。为此，句容第十一届、第十二届

人民政府均提出由史志办完成《句容茅山志》的编纂、出版任务。

1993年4月，编纂工作启动；1995年7月，完成约30万字的征

求意见稿；1998年10月，出版发行。这在茅山的开发、建设史上

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

《句容茅山志》在编纂过程中较好地处理了几个方面的关

系。一是思想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山志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组

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媒体。《句容茅

山志》遵循观点正确、内容健康这一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弘扬了茅山道教积极向上的一面，再现了

茅山军民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艰辛，歌颂了老区人民建设家园的

创业精神以及老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描述了茅山美丽的自

然风光，展示了旬容人民开发、建设茅山的宏伟蓝图。二是科学

性与艺术性的和谐融合。《句容茅山志》坚持横排竖写的修志基

本原则，采用章节式与条目式相结合的编排方法，做到资料翔

实、门类齐全、体例完善、结构合理。同时吸纳部分真实、有趣、实

用的资料，穿插于各章节之中，并尽可能地辅以大量的彩色、黑

白照片，使志书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另外，在内容上打破旧志重

人文、轻经济的传统模式，有重点、有选择地反映茅山地区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简练而不掩其丰满，通俗

而不失其典雅。三是地方特色与时代特色的有机结合。道教、抗

日根据地、风景名胜是茅山三大特色，而《句容茅山志》不仅仅是

单纯、机械地反映这三大内容，更主要的是通过对这三方面历

史、现状的描述，唤起人们对茅山潜在价值的再认识，从而为发

展茅山旅游业，振兴老区经济服务。这一基本立场鲜明地贯穿于

全书之中。

《句容茅山志》历时6载，编辑人员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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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命感，以出良志、出精品为宗旨，不辞劳苦，翻阅资料，旁征

博引，实地考察，纠谬存真，字斟句酌，精心编纂，对茅山的社会

和自然、历史和现状作了翔实而客观的考察、记述，从而使集道

教圣地、革命圣地、旅游胜地于一体的茅山跃然纸上。这对茅山

的开发、建设，发展茅山旅游业，促进老区经济发展，以及激发老

区人民爱国主义热情，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将大有裨
益。

谨为序。

中共句容市委书记尊碳
句容市人民政府市长 啸阑廑

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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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求实存真，系统记述茅山的历史与现状，以反

映道教、抗日根据地、风景名胜为特色。

二、本志记述范围，以茅山风景名胜区为中心，句容境内有

关地区为主；涉及茅山周边其他市县有关地区的情况适当记述。

记述时限，追溯历史，一般从每项事业或事物的发端为起点，现

状则截至1996年底，部分资料至成书时为止。

． 三、本志体例，按事物性质归类设章立节，按章、节、目分层

次记述，以记、志、述、图(含照片)、表、录为主要表述方式，图文

并茂。全志设6章54节及概述、大事记、附录。注释采用脚注。

四、入志入物，以对茅山地区革命斗争、经济和社会事业发

展有贡献、有影响的名人为主，不限籍贯。

五、本志资料，历史部分源自历代史志，近现代内容主要采

自档案材料和作者调查的资料(含口碑资料)；涉及周边地区的

资料多录自有关市县新编志书和史料。

六、纪年表述，清以前，以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民国后，

一律以公元纪年。解放前、后，则以1949年4月23日茅山地区

解放之日为界。

、 七、有关数字，按国家1995年12月13日发布的《关于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书写}计量单位，按1984年3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

单位的命令》执行。

八、高程，以1956年黄海系标高记述；距离，以公路里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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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九、为方便使用，本志设有中、英文目录，主题词索引。

十、1995年4月6日，国务院批准句容撤县设市。本志中凡

撤县设市以前的内容涉及县名的一律称句容县，其后则称句容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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