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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镇历来无志，而我国具有编纂地方史志的优良传统。党中央对史志工作历来重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观今鉴古，继往并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因此，编纂地方志就成为我们的光荣任务。建国以后百废俱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

结，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开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现在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心振奋，前程似锦的大好

形势，正是盛世修志的大好时机。

一九八四年八月，开始编纂姜山镇志，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力

求以新的观点j新的方法，新的资料，根据史实记载其政治、经济的升降浮沉，反映人

民不同时期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据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精神，秉笔直书，以达资

治当今，垂范后世的目的，并为祖国的史料宝库增添一份资料，全面记述有近百年来的

政治．经济、文化、卫生，人物、历史大事等内容的新的姜山镇志。

编写镇志过程中，在逐级有关领导大力支持下进行工作，由于志书涉事万千，

史料年代久远，难于回忆，有的资料不全，无从查考；有的众说不一，颇难推断。有的

资料毁于历次战乱和十年浩劫，编采人员访问各界知名人士，专阅有关资料，历经一年

半努力，收集整理，反复校勘，由于缺乏经验及水平所限，虽欲竭尽心力，故遗漏舛

错难免，敬祈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兰子勤，迟廷春，齐作均，宫云南，王之禄、迟宗尧六位老同志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贡献；各兄弟单位和有关同志热情帮助，县志办公室的同志

具体指导、修玫；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常委的领导关心、支持，才使本志得以完成。

在此，我代表镇党委和镇政府致以衷心的感谢．

中共姜山镇委员会书记 苏臣升

一九八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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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

彤势太好，!为编纂志书具备了客观条件。《姜山镇志》从1 9 8 4年8月份开始编修，

获完整地记述了自鸦片以来姜山镇经济、政治、自然、．地疆，文化教育、社会生活诸方

面发展变化情况及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和斗争业绩，

看出新f旨社会的客观规律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本镇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和

现实依据，‘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士教材。在编写和修改志书的过程中，．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新观点，新资

料、新方法，详今略古，突出时浅特点。把重点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

设中，同时古为今用，把旧志书中的精华加以吸收，以起鉴古知今的作用■

新志书的内容，涉及面广厂工作量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科学性。‘编志之初苦无

师承，通过反复学习，明确了修志方向和目的。在政府的关怀下，业务部门的帮助下，

编志人灵首先结合本地具体情况，拟定了编写体例和纲目。再深入基层，广泛搜集材料。

通过信访、丽访、召开各村资料员会议，老人座谈会及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及归县志。首

先获得了大批珍贵资料。经过分析鉴定，去伪存真，反复核实修改最后定稿。本志书中

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简练，记事译明，秉笔直书，不加褒贬。全书以时代为经，

以人物事实为纬，横写竖穿，承黼后，上下联贯，分类别目。书中既有文字记述又适
当地运用图表，以求得文图并f茂，便阅读一目了然。

本镇地处即1(墨)莱(阳)交界，隶属屡更，．行政区划迭经改变，档案资料残缺不

瓮．有的资料无处查证，错漏之处难以避免，敬请读者匡正。

《姜山镇志》自l 9 8 4年8月着手编写，到l 9 8 6年1 2月完成，这是我镇两

卜文明建设中的一大成果，我受编委委托，写此短文，作为序言

王瑞礼 l 9 8 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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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盛世修志，势在必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全党思想统一，社会秩序安定，经济形势大好，客观上为编纂方志具备了社会

条件，我们在这新的历史时期，来完成这部新志书。

为了完整地记述本镇自鸦片战争百多年来，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半个多世纪以

来，各个革命时期的历史状况和斗争业绩，揭示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真

理，反映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客观规律，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服务，为本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同时为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我们在镇党委、镇政府的直接关怀下，经过

二年零四个月的艰苦工作，终于编写成这部社会主义新志书——《姜山镇志》。

在本志编纂过程中，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略古详今，古今衔接，力求全志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统一。 ．

本志资料来源，是经过四十余名资料员的共同努力，通过信访、面访、社会调查、

搜集活材料，又通过查阅旧志、档案、报刊、文献，广泛征集文字资料及吸收各单位专

业志之精华部分，共得素材六十余万字。均经慎密筛选，多方考证，探本溯源．去伪存

真．力求做到言之有据，便之成为信史．

本志断限：上限为l 8 4 0年，下限为l 9 8 5年。建置沿革上溯至唐、虞两代．

疆域区划自民国十九年(公元1 9 3 0年)开始，大事记自鸦片战争开始．

本志篇目设计，采用篇、章、节三层次结构。部分章、节因内容繁多篇幅过大，节下

列目或小标题。序言、前言以及全镇地图列为卷首，正文分为2 2篇，即：大事记、建

置，自然地理、人口、镇村建设、农业、工业、商业、交通邮电、财政金融、党派群团、

政权、政法．军事、侨务宗教、教育、卫生、文化体育、民政劳动、风俗、杂记等。

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体相结合的形式。重在记载断限内姜山人民的革命斗争。使

之成为革命先行者的脚印，教育后者的良师。各篇、章、节内采用记述性志体．辅以图、

表，录等，力求做到资料真实，记述准确，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本志遵照略古详今的原则，把重点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力求

突出地方特点，也把旧志中的精华部分吸收到本志中来，以起到鉴古知今的作用。

由于编志人员知识所限，缺乏经验，错误在所难免，希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姜IjJ镇志》编纂委员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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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内容按篇、章、节目分级排列，全书共2 2篇．各篇横向排列，章、节．’

目标出次序，按其时间作纵向安排。

二、每篇开头先写概述，简要记述该篇过去和现在情况，以建国时间为线，以后为

现代部分，以前为近代部分。

三、按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在现代部分，对近代部分，必要时也有较多的记述．1

四、本志书的时限原则上起于鸦片战争(1 8 4 0年)止于l 9 8 5年，为了保存

史料，遇必须追述者，可超过上限，下限延伸到搁笔为止。

五、同一事件、人物在篇章中交错出现时，各有侧重，力避重复。

六、突出地方特点，凡属本地特有情况重笔记述。

七、不单立政治篇，所有的政治事件，渗透在各篇中。

八、对历史纪年，用当时的记法，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

九、书中的数字，原则上用阿拉伯数码，必要时按习惯用汉字书写．

十、志书以文字记述为主，兼用图表，分别安插在各篇正文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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