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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为古城扬州的先名。广陵区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扬州市的城区。我在这里学习、工作和生

活了30多年。1983年至1986年，又在广陵区政府、区委工作，和

广陵区的同志结下深厚的情谊一

扬州市地处江苏中部，长江下游北岸，江淮平原南端，京杭大

运河纵贯其间。1983年3月实行市管县体制后，辖12个县(市)区，

面积1．24万平方公里。1992年全市人口900余万，工农业总产值

577．6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496亿元。外贸交货值45．3亿元，

“三资"企业624家，合同利用外资2．7亿美元。近几年，扬州的

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城市面貌不断改变，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

市开发区初具规模，今日扬州已成为海外客商投资合作的理想场

所。广陵区建区十年，经济腾飞，每年均有较大幅度的发展。随着

经济的发展，其他事业也日新月异，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全市的

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广陵区志》记述古城扬州2400多年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

状，为扬州城区一方之全史。在广陵区党政领导的重视之下，在许

多老领导、老同志的热心支持之下，以及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

众多的专家学者热情指导之下，经过诸多修志同志的辛勤笔耕，历

时五载，《广陵区志》已编纂成书，即将出版面世，这是城区人民

也是全市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当前改革开放正在深入，我们

．不仅要编纂出版好社会主义新方志，还要宣传发行好志书，组织读

志用志，充分发挥志书借鉴历史，服务现实的功能作用。要通过宣

传发行、读志用志，让古城扬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使《广陵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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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宣传历史名城，弘扬地方文化、推进四化建设，广泛联谊交

友，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广陵区志》的编纂得到了中共中央总

书记江泽民同志的关注，江总书记为《广陵区志》题写书名，这不

仅是对修志工作的重视和鼓励，也是对家乡人民的关心和支持。我

们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勇于创新，

不断探索，努力把古城扬州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

经济和旅游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

扬州市代市长 菇孵袍峭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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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通人和，志苑繁荣，全国各地已陆续出

版大量新志书。其间，受人瞩目的《广陵区志》脱颖而出，这是很值得

重视的。 ·

《广陵区志》的修纂者，深明修志之理，编纂之道，五年磨一志，

在征集五千余万字资料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反复核实，认真取舍，

提炼成书。该书编纂起点高，思路广，要求严，工作实，付出了加倍的

辛劳。有志者事竟成，如今一部令人刮目的佳志出现在运河之滨、扬

子江畔。 一

一部志书的成功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但是最值得重视，也是’

最明白的道理，就是志书要正确、深刻地记述一地的历史和现状。志

以地传，地以志传，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百余万字的《广陵区志》，十分丰富的内容来源于广陵这一方宝

地。这里是淮左名都，东南重镇；人文荟苹，英才代出；百业兴旺，财

源茂盛；古迹满城，风物宜人。充分反映广陵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

点，就成为该志书成功的要诀。读其书，如见波涛汹涌的历史长卷，

如历古城碧水、园林花木的无数胜景，许多章节令人爱不释手，久读
一

，

{●

不厌。 ．
．

地方志是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性著述，应全面系统地记述本

地区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广陵的方志工作者，注重完善体例，

优化结构，形式适应内容，编目显示特色。十分重视订正资料，核实

数据，沙里淘金，挖掘有价值的独家资料。不仅重视对一方特点和优

势的记述，还将历史和现状的来龙去脉、方方面面表述清楚，做到横

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把握特点，在全面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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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显示特色，因此，能深刻地揭示事物发展的因果联系，使读者不仅

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从而深化了志书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广陵区志》自始至终体现唯物辩证法，实事求

是，既记录在这方宝地上发生的种种可歌可泣的壮举、翻天覆地的

巨变、锐意改革的新貌，同时也如实地记录了其问坎坷曲折的历程，

从中可以使人们认识更加全面，信心更加坚定，头脑更加清醒，启迪

今人，昭示后世。

志书的出版并不是修志事业的结束，就整个方志事业而言，要

代代相传，连绵不断；就一部志书来说，成志目的在于用志，过去是

众手修志，今后要众人用志，用以存史、资治、教化和交流。通过读

志、用志，全面宣传、介绍广陵，更多的海内外人士将深刻地了解广

陵，熟悉广陵，在这块土地上崭露头角，大显身手。地以志传，诚非虚

言!而且可以传得更加广泛，更加深远。同时，读志用志的过程，也

是对志书最好的检验和鉴定，以便吸取经验和教训，为今后治史修

志服务。

读志可知，广陵有悠久历史、人文和地域优势，广陵人更有奋斗

创业精神，尤其从近年来快速前进的步伐，可以预卜，未来将是日新

月异，前程似锦。相信下一次续志，定会有更加丰富多采、感人肺腑

的内容载入史册。

魏桥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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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区志，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百花园中一朵新的奇葩，类于县

级志书，始创修于80年代。今已有南京之《白下区志》、洛阳之《涧西

区志》等先后问世，而扬州之《广陵区志》行将以宏篇巨帙跻列于新

志之林，更为盛世修志增光添彩。
’

广陵为历史文化名城扬州主体之所在，筑城置县已逾二千四百

余年。地居江淮要冲，历来为政治、经济、文化之重镇。俊才硕彦各

领风骚，英杰豪士备建功绩。《广陵散》为魏嵇康绝响之琴曲，《广陵

潮》乃近代反映社会百态之稗说。扬州八怪驰誉画坛，扬州学派阐扬

古学，皆为其他地区难以伦比者。地灵人杰，宜乎广陵之有志。

广陵之古往今来，可检诸史志之载录，尤以明清以来多种扬州

志及甘泉、江都诸志可备稽考。东汉王逸(一说南齐王逡之)撰《广陵

郡图经》，始有以广陵名志者，而论其全备则当推今修之《广陵区

志》。

《广陵区志》共24编，以章节系事，人物则独立成传，别有附录

数篇。诸体并用，体制可称完备。字数达百二十万，资料搜集颇丰，

可存一代文征。其尤为突出者，管见所及，要为数端：

其一，市区同城，使志书编写颇费周章。现制广陵区为扬州市唯

一城区，市志、区志修纂势必存在分工和详略问题，区志全记，难免

重复；少记则虑有缺空，著笔诚有难度。《广陵区志》编者历经实践探

索，乃确定“详今略古，详区略市，该详则详，该略则略"之例，力求

市、区两志各得其宜，有互补之效。浏览全志，颇见用心，虽建区前难

以完全脱幅，而建区后则界限自分泾渭，叙述亦复详明。市、区二志，

因事先曾互商协调，各守其域，详略有度，记述时则化难为易。其所

采编纂之法于一地包含市、县，或地级市与县级市并存，甚至如广陵

之市、区同城之修志同仁当有可借鉴者。 ．

其二，地方志顾名思义，当志一方之事，而以反映地方特色为重

要。昔者，我以萧山之志围垦、青州之志烟草、鄢陵之志花卉为善于

著笔而乐为之序，欣赞其符合志例。今读《广陵区志》颇重地方特色。

广陵以园林古迹称胜，久在人口。其玉树琼花、绿杨明月、二十四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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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西湖水诸多秀丽，吸引多少游客嘉宾，纵目骋怀。即以饱览天下湖

山之隋炀帝及清康、乾二帝亦忻然巡幸驻跸。“扬州重园亭’’乏评，诚

非虚誉。区志编者深识志宜，独立第六编《园林名胜》、第七编《文物

古迹》．置于全志前列以突出广陵之独特处，使人展卷寓目，即可见
广陵之地方特色。 ·．

其三，人物传记为历来志书必具之内容。今新志于编修之初即

定“生不入传’’之例。近年来，某些志书徇于世情，有悖定例而为生者

立简介，使其厕名于志乘，甚者有按生者地位、职称而入于志传，此

固有现实困难，当予曲谅，但终有违背志例之瑕。当今广陵，存世人

才，层见辈出，设易地而处，修纂者恐难不违初衷，而《广陵区志》恪

遵生不入传之例，收录本客籍有突出事迹和影响之已故人物，足以

见编纂者之风骨。 ．

其四，志书自创修至告成，殆达数年。其下限之年既定，而成书

往往在下限之后，于是下限与志书完稿问世之间，时使数年政事业

绩几陷空白。非惟今志有缺，而致用者亦有所抱憾。．前者，我承乏

《蓟县志》顾问时，即于此有感，乃建议该志主编于原定】985年下限

之后增入《】986一】987年蓟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纪略》一篇，如此既

免下限推延，又可增补内容，使志书益趋充实，而在任主政者自当忻

然于业绩事功得入志录而鼎力促进志书之问世。今修之《广陵区

志》于附录中即有《大事记略(】989一】99】年)》一篇，显系权变措

施。蓟县之变例，《广陵区志》编者当未之见，而其如此暗合，亦足见

编者之识见。 ，，

《广陵区志》既成，行将与《广陵散》、《广陵潮》并呈扬州文化鼎

立之盛。主编迭函坚邀作序．幸附骥尾．曷胜欣慰，乃振笔而为之序。

耋警妻志爹警妻来新夏南开大学教授
’ 一。

一九九三年三月写于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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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为千古名邑，国务院首批公布的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

一的扬州，其主体就在这里。史称“淮左名都"，“富甲天下"，是江淮

经济、文化中心，南北交通枢纽，东方有名的商埠和我国对外友好交

往的港口，是人文荟革之地，风物结晶之城。两千多年来，我们的祖

先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为古今中外

游人所向往。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40年的建设，今

天的广陵区已成为扬州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是新兴的工

业城市，也是一个具有传统特色的旅游城市。

在广陵这块土地上，早有修志的优良传统。从东汉至民国，先后

编修过数十部志书，记载了广陵一方自然与社会的历史风貌，留下

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以来，政通人和，物华民乐，堪称盛世。为系统反映我区悠久的历

史文化，记载近现代特别是建国以来城区人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和辉煌成就，激励今人，启迪后代，】988年8月起，建立广陵区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开展修志工作。90年代第一春，中共中

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欣然为家乡志书《广陵区志》题写书名，全区上

下受到极大的鼓舞!

．《广陵区志》，五度寒暑，数易其稿，现已出版面世。这是我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

《广陵区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纵贯古今，横涉百科。一志在

手，既可通览区情民风，又可了解名城特色。她的诞生，必将对全区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有益的作用。

《广陵区志》的编纂成书是广大修志人员辛勤笔耕的结果。在编

纂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关心、支持与帮助。在此，谨向为编纂

《广陵区志》付出艰辛劳动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原中共扬州市广陵区委员会书记’崔如松

原扬州市广陵区区长朱立淦
i

一九九羔年十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五

序 五

明月莺花翡翠楼，繁华今古说扬州。

扬州城区卯广陵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胜众多，古迹满

城，英杰辈出，百业兴旺，这既有前人的创造，更有今人的努力，

我们为之自豪和骄傲。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为了修好《广陵区志》，在广泛发动各

方面参与的基础上，编纂人员辛勤笔耕，历经五载，终于编纂出一

部百余万字的宏篇巨著，向江泽民总书记交上了一份答卷。该志全

面记载了扬州城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诸方面情况，体现

了古城特色。已有许多学者盛赞其不失为一部良志。这是全区人民

一件可庆可贺的喜事。

我们作为后来者，修志的前段编纂工作，未能完全参加，但现

在的出版、发行和读志用志工作，应认真去做，努力做好，把修志

后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为全区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广陵的过去已载入史册，广陵的未来等待我们去开拓，新的奇

迹靠全区人民去创造。我们应以史为鉴，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

扬长避短，锐意进取，发扬广陵人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的精神，建

设新的广陵。相信下一次续志会有更多的。风流人物”载入史册。

中共扬州市广陵区委员会书记 洪 军

扬州市广陵区代区长 周学恒

一九九三年+二月



凡例

．：： ’j ： ，‘
．‘

：

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述区境内
‘ ，

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贯通古今。上限一般上溯至事之发端，下限一般断至

】988年。对特殊事物的记述延伸至搁笔之时。

三、本志以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为依据，以事分类，详今

略古。同类事物采用以横为主，纵横结合的方法进行编纂。全志除

志首、大事记、人物、附录外，专志设24编。为突出反映地方特

色，将有关事物作了升格或前置处理。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志为主体。

以序开篇，带起全书。概述冠于全志之首，叙述区情，鸟瞰全貌。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五、为适应本地建置和体制多变的特殊情况，本志记述的境域

除今称广陵区外，亦用广陵、扬州、扬州市、城区(辖区)等他称。

广陵、扬州，泛指解放前后扬州城市范围。扬州市】98．31年3月】日

前指扬州地区行政公署管辖的扬州市(亦称原扬州市)，】983年3

月】El后指江苏省管辖的扬州市。城区，解放前指扬州城，解放后

指广陵、城南、东关、汶河4个街道办事处辖境，含驻地单位。

六、本志按“生不立传’’原则收录本籍(含在外地活动的本籍

人)人物，兼收在本地活动过的客籍人物。收录标准依据其有无突

出事迹和影响。

七、本志纪年，朝代和民国年号，均在各自然段首次使用时标

明年号并加注公元纪年，】949年】月25日扬州城解放后用公元纪

年。以汉字书写的月、日，均表示农历。



凡例

八、本志中“解放"指扬州城(江都县城)解放，“建区"指

】983年3月】日建立广陵区。“党’’指“中国共产党”。

九、本志用语体文记述。对专用名词、特定事物等予以注释。记

载地名、机构名称等均以当时的通称为准，部分古旧地名加注今名。

十、本志计量单位和数字尽量按国家统一规定要求使用。建国

后统计数字，原jq,J上以统计部门资料为准。】955年3月】日前使用

的旧人民币均已折成新币币值。

十一、本志资料大部分来源于省、市、区档案馆和各图书馆，专

志资料由承修单位提供，引文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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