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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县卜弋乡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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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陈志安同志为苏州大学教授，他的事迹详见人物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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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公元1914年赴南京江苏第一农校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就学后，离

乡已七十载，其问虽曾回乡探亲，但行色匆匆，颇为仓促，武进县卜弋桥为余故里，游子思

乡，人之常情也， ．+

’jr’

．1982年9月，接家乡人民公社管委会来信，藉悉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政治

上安定团结，经济上繁荣昌盛，武进县正着手编纂县志，卜弋乡编纂乡志。‘我虽身居北京，、

遥望故里，感慨万千，兴奋异常!当即函复有关历史资料，俾供参考。1983年11月，又蒙寄

来《卜弋乡志》概况部分初稿等资料，读后思潮起伏，’不能自已!故乡社会主义建设新面
P

貌，跃然纸上．我以耄耋之年，对故乡怀念之情，恭祝卜弋桥人民团结战斗的新成就1

人大史良副委员长为武进同乡，她为《武进县志》的题词是：。编修县志，造福桑梓，教

育后人。”诚然，编纂乡志，也是如此。需要系统地记述自然与社会两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

目的是为本县、本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使各级干部从历

史中分析是非．得失，利弊，以及经验教训，以利于正确地，胜利地推进建设事业；同时让

史实作为借鉴，教育后人的资料，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水平，使新的地方志达到思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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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j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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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个人认识，也是对家乡的热忱祝愿．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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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13日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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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吴福祯教授为全国著名昆虫学专家，他的事迹详见人物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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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弋公社党委要了解的几点，经回忆如下： ．．

，? +≯i
一 ’

． 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冬，在卜弋桥东新屋村何志达家成立第一个党

支部，支书何志达，我现在尚记得最早一批党员，有何志达、何钊大、

周洪生’『秦福昌：秦志耿等。7现在健在还有谁已记不清楚了。当时主

要开展农会运动，发展的会员在卜弋桥以东以南地区绚有四百余，开

’始提实行“二五"减租，秋收时开展斗争，后考虑处在青黄5不接时
期，要解决吃饭难成为当务之急，决定搞分粮斗争，向陈家祠堂动手，

、．但因农会中混进了地主狗腿子(叫黑松林)告密，‘陈耿(?)和王亚新

狼狈为奸，墨密报武进县党部(’卜弋桥东乡有匪警)派武装下乡捕人，
‘j 何钊大当场被捕(后保释)，从而这次斗争遭到了破坏，我遭到秘密通

绎。。一九三三年七月我在无锡被捕，是无锡组织里出了叛徒。 ’，

．当时，有否成立支委，已记不，清楚了，根据白区秘密工作原则，
； +寒书和党员采零单线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开会布置工作、，召集党

员会议，是以农会骨干份子身份出席会议的。，． ⋯
．，

，t， ^就地做些调查研究，强在还有那，些健在的当时农会会员，理一理，
，r： 梳梳辫子，总之，现在尚健在的农会会员，无疑都是基本革命群众，。，
．一．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否经受住考验，做坏事的可能』也会有的。

}，’·对烈士纪念碑的问题，你们的设想我是赞成的，建碑条件暂时不

，+具，备时，：+可先绿化．有条件时上，。已绿树成荫了。

敬礼!’、
此致

。．．

请向区委，公社负责同志致意问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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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陈立平同志来信，原件存常州市武进县党史办公宣。

降坪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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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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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地方志书源远流长，它记述了我们伟大祖国

各个地方的历史发展面貌，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之一．可是，自古以来，编纂的省市

县志，都是为统治阶级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至于县以下编修乡镇志，：在我乡历史上则从未

有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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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安定团结。为编纂地方志创具了有，

利条件． ’．

‘

7卜弋乡地处常州西郊，历史悠久，．是武进县西郊大市镇之一．据传早在汉代，羽人丁令

威在此溪上化白鹤，因而有白鹤溪河。卜弋望仙桥即横跨其上。在宋代，卜弋设立关卡，征

收捐税，已初步形成集市。这里有个梅村，是元朝晋陵县令陈方石和他的后代养老之地，。筑

有梅林精舍及讲堂．在明代，达官贵人，无不知江南有梅村者．卜弋乡人才辈出，辛亥革命

初，有任常州军政分府司令的何健，有任孙中山先生警卫队员的张连生，民国时期，有任张

学良秘书长的张煊，有水利专家陈志定，有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陈志正烈士，1930年入

党的原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陈立平，有昆虫学家吴福桢，历史学家陈志安，理论界新秀严家其
●

等等。 ‘：
，

。

．卜弋乡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32年，陈立平在桥东新屋村一带组织农会，。进

行减租及分粮斗争，成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在1945年，又先后成立蔡庄，梅村．顾家村

三个党支部，领导群众，进行各种斗争：‘如智袭锬龙桥日军。夜袭笃庆堂伪警署，．处决叛

徒，严惩汉奸，支援天目山战斗，掩护新四军干部，培{Jll党员骨干，迎接大军渡江解放江南

等等，在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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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社会，卜弋乡虽然水陆交通比较便利，工商业有一度虚假的繁荣景象，蚕桑业也比

较兴旺发达，可是在三座大山压迫下，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i

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解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工农业生产大发展，人民生活有

了显著的改善。 。

今天编写卜．弋乡志，使我们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不仅是四化的要求，也是造福

子千秋刀代的大事。我们这部乡志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的新颖

的地方志。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本乡的一部“百科全书”。正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史良所指

出的“造福桑梓，教育后人”。 ，
．

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之资料还不够齐全，时间仓促，疏漏舛误之处，‘在所难免，

尚祈领导及有关方面指正。

卜弋乡编史修志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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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一j：每志’按编：。章、。节层次表这。； 一一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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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二，本志在各编按内容作横向安排，章节按时间先后作纵向记叙。

：‘ 三：’本志遵打详今略古"’原则j重点记述解放后史事。
‘

， ，-四：本志时限，原则上起于清光绪元年(公元1 875年)“，迄于公 ◆
一． ， ，

、

；

元1983年。遇有必要之处，则不受此限。 ‘一

_|．

‘+，

／．· “’ ， √

五、．本志大事记及其他编章，均以公历纪年。有必要时在括号中

注明当时的纪年。．，
‘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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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六，本志以记叙事实为主，并用图，表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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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卜弋乡党委及乡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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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弋黟剧院外景

弋 中 学

礴



卜 弋 医 院

武 进 电 梯 厂



武进县第二电机厂

武进县交通机械厂及卜弋乡农机修遣厂外景



绿 叶 饭 店

武进县第二砖瓦厂外景



武进县第八砖瓦厂轮窑

卜 弋 水 表 厂



武进县制 药厂

中共卜弋乡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

前排左起：王须荣，叶桂林．陈文成

后排左起：戴留方，蒋孝根，商留敖．裴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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