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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旌德县志》与大家见面了。这是旌德人民的一件大事，可喜可

贺! ．

旌德有志，始于南宋绍熙元年(11 90)知县李瞻的《旌川志》。元代大

德二年(1298)，县尹王祯主修并采用他自己创制的木活字印刷的《旌德

县志》是中国第一部活字版印刷的地方志书，也是全世界第一部用木活

字印刷的书籍。明清时代，修志盛行。旌德复于明代永乐、成化、万历和

清代J顿治、乾隆、嘉庆、道光年问七修志书，并有万历、顺治、乾隆、嘉庆、

道光五种旧志流传至今。这些旧志保存了大量的地方史料，是先辈流传

下来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也为我们鉴古知今、认识县情，提供了依据。

道光六年(1826)之后的160多年中，修志之事阗然无闻。民国期间，县

政府虽也曾开馆修志，但有始无终。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逢盛世，百事重举1修志大

业被列为国家“六五”计划。中共旌德县委于1982年8月成立“旌德县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本着“资料求实，

数据求准，文字求简”的原则，编纂人员八经寒暑，三易其稿，终于使这

部浩浩七十万言的新编《旌德县志》面世。“典尽客衣三尺雪，炼精诗句

一头霜”，此中甘苦，自不待言。
。

新编《旌德县志》不是对旧志的单纯延续，也不是对旧志的简单删

增，而是一部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编纂而成的社会主义新

县志。它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把旌德建置以来自然与社会的变迁、旌德

人民千百年来奋斗不息、建设家乡的经验教训载入史册。这对于旌德的

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提供详实的历史资料和客观的科学依据，使我们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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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决策中以史为鉴，更好地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兴利除

弊，继住开来；也为我们子孙后代积累了经世致用的精神财富。同时，新

编《旌德县志》秉笔直书，记一方之全史，激千秋之爱憎，对广大青少年

以及旅居他乡的旌德儿女们，又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乡土教材。一卷在

手，可以激励人们更加热爱家乡，热爱祖国，鼓舞人们为振兴桑梓奋力

拚搏。诚然，编修社会主义新县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课题，限于经验

和水平，此中瑕疵在所难免，还望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新编《旌德县志》的成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谨以中共旌德县委

和县人民政府的名义，感谢上级领导部门的关怀和支持，感谢各单位的

通力合作，感谢各地专家、学者的帮助指导，感谢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

笔耕和无私奉献!

志成之际，命笔以贺，是为序。

县长夏天爽

1991年5月于旌阳



凡 例

一、《旌德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四项基本原

则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

二、本志详今略古，着重记述本世纪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

来(正文简称“建国后”)的史实地情。下限一般截至1987年，大事记延

伸至1990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表现形式。志首概述，总摄

县情，统揽全书；大事记以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纵叙置县以来的重大事

件，彰往昭来；志书主体按章、节、目、子目等层次横排纵写，依地理、人

口、政治、经济、文化、民俗、人物为序设各专业志，以事设章，不按部门

分类；附录殿后，辑文存史；表格随文，互为补充。行文采用记述性语体

文。

四、对历代职官、行政建置、地名等多沿用旧称，酌注现名。党、政、

军等组织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多用简称。历史纪年沿用原

年号，夹注公元纪年。文中“50年代"、“80年代”等均为本世纪年代，“解

放后”则专指1949年4月24日～10月1日这一特定历史阶段。

五、计量单位多换算成法定标准计量单位，少数不便或不宜换算的

仍用旧制。建国后的数据一般以统计部门资料为准，少数专业数据由有

关单位提供。工农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均已折为

1980年不变价。数字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公布的《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六、入传人物以本籍为主、进步人物为主、近代现代人物为主，排列

以卒年为序。传主均系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经政府认定的革命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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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以名录记之。生者在正文中以事系人。

七、本志所用资料，选自旧志、档案、图书、报刊及口碑资料，以各部

门专业志为主。为简略文字，引文多不注明出处。政区图主要依据安徽

省测绘局近年新版地图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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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旌德县建置于唐宝应二年(763)，时属宣州。宋元明清皆属宁国府

(路)，民国初期曾属芜湖道，1938年划属徽州，1 987年底改属宣城地

区。县名旌德，寄意彰扬礼德，教化县民。全县15万人，分属19个乡镇。

县城旌阳镇位于县境中部、南雄公路和旌宁公路的交汇点，是全县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
‘

本县地处皖南山区，古为徽宁通道、两府要冲。县境东西为长，分别．一

与宁国县、黄山区相毗邻；南北为宽，各自与绩溪县、泾县相接壤。总面

积904．8平方公里，折合135．72万亩。其中山场占62．5％，耕地占

12．4％，水面占2．9％，其余占22．2％。黄山支脉自西南蜿蜒而入，斜贯
， 全县，海拔120"-'1295米。境内青山环绕，松杉葱郁；田畈平展，稻麻漫

野。梯田缘坡而上，层层叠叠；山民择麓而居，三三两两。大村小镇，鸡

．犬相闻。路行不百步，小径即弯；夏晴逾五日，山田即旱。年均降水1395

毫米。因落差较大，山洪一冲必受水毁沙淤之害，细雨长落却无田淹屋

浸之忧。全年冬寒夏热，四季分明，无霜期可达232天。受山区小气候

影响，东乡、西乡农时不尽一致。多样化的自然条件蕴育了多样化的资

源：全县有木本、草本植物lOOO多种；野生动物200多种，其中豹、麂、鹿

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6种；石英、钾长石等地下矿产10多种，其中砩石

品位较高，花岗岩储量丰富。稻米、木材是本县的大宗产品；苎麻历史悠

久，优质多产，是全国7个重点产麻基地之一；青蔗甜脆粗壮；生姜汁多

纤少。传统物产还有蚕茧、茶叶、油料、生漆等。有人诗赞旌德“桐子松

花屋数椽，豆棚篱落淡炊烟。冬锄香芋春抽笋，秋采红菱夏赏莲。"

自古以来，旌德人民就有敢于斗争的革命传统。早在置县前夕，乡

民王万敌就聚众起兵、抗捐抗粮，声撼宣歙，势震朝廷，成为旌德建县的

＼厂孑



直接起因。明代，旌德军民抵御外侮，在将军庙将一股日本流寇围困一

天一夜。1 91 9年“五·四”运动爆发，旌阳高等小学堂师生闻风响应，上

街演说，通电声援。1 925年11月，旌德建立了中共皖南第一个支部，高

举红旗，率众进城游行，宣传革命，发展工农组织。1 927,年3月，成立了

全国较早由共产党员担任县长的国民政府，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减

租息、砸盐卡等反封建斗争。同年5月，共产党组织领导农民自卫军在

白色恐怖中勇敢地进行了旌德武装攻城暴动。1941年7月，中共旌泾

太中心县委游击队攻取本县庙首乡公所，打响“皖南事变”后的第一仗。

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1 949年4月24日，旌德在微州最早获得解

放。

旌德人民重教好文，素有兴学育人的民风。宋天禧五年(1021)，新

建村汪文谅不受皇，帚赏金，要求换赐经书，以“教吾子孙，使之明习诗书

礼乐"j并建义学，“四方英才皆来受教’’。效其义举，后人捐款输田、办学

兴教蔚成时尚。清代中叶县人因商致富，兴建学馆更多。洋川谭子文捐

银二万两创办的毓文书院，“可与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鼎立媲

美。"光绪年间，全县有书屋、文会、书院、县学一百多处。旧志载，“旌俗

重诗书，勤课诵，多延名师以训子弟。又设文会，聚族人士每月有课，寒

署不辍，凡城乡皆然。"从建县到清末，学有成就者代不乏人，仅有姓名

可考者就有举人206人、进士142人，其中状元、榜眼、探花各一人。近

代教育受进步思想影响，孕育了一大批革命先驱，并在教育界开展驱逐

反动势力的斗争，结合宣传革命，在群众中启蒙施教。建国后，教育事业

进一步发展，已普及初等教育，现有小学247所、中学16所。其中民办

教育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发扬了古人的优良传统。。

崇教好文的民俗，培育了蔚然勃兴的灿烂人文。南唐状元舒雅，是

著名西昆体诗人，曾奉诏参与编校《论语正义》、《文苑英华》、《策府元

龟》等10多部经典。元代王祯著名的《农书》，大部分是他在旌德任县尹

时所著。该书全面总结了中国的农业生产，集农业科技之大成，被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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