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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J

《支塘镇志》问世了，这是我镇的一大喜事，具有深远

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为人之道，不可不读史，尤其不可不读正史。史学是学

问中最博大，而且是最切要的。它是一面明镜，是爱国心之

源泉。秋瑾烈士有句至理名言。 “爱国之心，人不可不

有，若不知本国之文学，历史，即不能生爱国之心。矽

我国历史上爱国志士无一不潜心学习祖国的历史。读史

可以明是非，别善恶，辨荣辱，分爱憎，立壮志，展宏图。、

换言之，学习历史知识可增强爱国主义思想，发扬革命精

神，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1991年3月9日，江泽民同志致

信国家教委，强调要对小学生、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

饯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

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
一

我国素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世代相承，盛世尤重

修志。编纂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之功能，不

仅为了保存史料，而更重要的是以史为鉴，吸取历史上的经

验教训，并教育后生，以乡里先哲贤人和革命烈士的品德为

榜样，激励他们为祖国的昌盛、为家乡的繁荣而勤奋工作，

竭忠尽智。

自宋代以来，我常熟地区世代更续增修地方志。清乾隆

年间，里人顾镇编纂了《支溪小志》，周昂、姚古愚作了增

辑，校订。书计六卷，为支塘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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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二百余年，再也没有编纂过类似卷帙的支塘志书。

新中国诞生后，支塘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

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谱写了崭新的历史篇章。以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系

统地记述我镇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实为时代的

需要。

家乡是生聚教训我们的地方，它是祖国的一个细胞，也一

是一个窗口，热爱家乡与热爱祖国是统一的。支塘数万爱国

儿女，无一不爱家乡支塘。王淦昌教授为本志题写书名，张

青莲教授为本志撰写献辞，充分体现了老科学家、老教育家

关怀家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真挚情感。

《支塘镇志》的出版，将使我镇各行各业的干部、广大．‘

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以及客居外地的支塘籍人士更好地．

认识支塘、热爱支塘，为建设新支塘而作出新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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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J——_

支塘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市的一个大镇，人杰地

灵，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滨海临江，今残存的岗身系古

长江口外海岸线遗迹。汉初开挖的盐铁塘和唐末凿成的白茆‘

塘交会于此，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先民聚居成村，宋代成

市，街道初具规模。到了元朝，支塘建有土城。明代则已成

为经济比较发达j文明昭著的集镇。

宋代盛修县志，而乡里志的编写则始于明而盛于清。由

于历史原因，我地文史资料屡遭散失。昔杨都昌辑《双凤乡

志》，其书编成即告湮没，后人未能见到。清顾虞东博采资

料，编撰《支溪小志》，成为支塘最早的一部志书。继而周

昂、姚古愚等增补《支溪小志》，并刊行于世。惜乎民间已

无存书，幸有常熟市图书馆和档案馆还分别珍藏两部手抄

本。有关支塘的史料，还散见于《吴郡志》，《苏州府志

》，《常昭合志》和《太仓州志》等。

支塘是文明古镇，生息其地的先人和后继者用他们勤劳

的双手滋润耕耘了这块肥沃的土壤，经济随之逐渐发展，他

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这块土地上孕育了

众多民族，民主革命的英豪，以及颇为著名的经学家、文学

家，医学家、企业家l书法家和闻名国内外的杰出的科学家

等，堪称代有才人，。各领风骚。
4 ’

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支塘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貌换了新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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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以来，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开

放型的商品经济，国民经济呈现了空前腾飞的势头，工农业

产值倍增，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事业持续发展。历史已

谱写了崭新的篇章。把支塘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一

发展和现状，系统、完整地记录下来，编纂成书，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乃是当务之急。
一

早在1982年，支塘镇政府曾成立修志办公室，工作人员

也曾收集了一些资料，可惜未能编辑成书。1991年，支塘中 a

学编印出《支塘乡土简史》，作为历史教学的补充教材，受

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欢迎，并都期望能有一部比较系统完整

的支塘地方志早日问世。当今，一些知情的革命前辈和文教．

科技界的耆老还健在，并有志通力合作，积极采集和核实史

料，为修志工作作出贡献。这是一个极好的机遇。

支塘镇党委、政府有鉴于此，决定编辑出版《支塘镇 ··

志》。为此，重建了领导小组，组成编委和编委办公室，聘

请王淦昌，张青莲两教授为顾问，王加、陈涵树为主编，周

公太为特约编纂。还得到了各企事业单位的协助，积极提供
。

资料，修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顾问们的大力支持、合作

和指导下，同年9月就写出《支塘镇志》初稿。复经修改补·

充，于12月编印出征求意见稿。次年7月印出首次送审稿，

再作修改补充。经过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在较短的时

间内定稿出版，与读者见面。这是我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一大成果，值得庆贺l愿我镇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人

民，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同心 -

协力，团结奋斗，谱写出更新更美的历史新篇章，载入新眼

史册。是为序。
、

周惠元7倪家梁
’

1993年12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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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简明系统地记述支塘地

方经济、政治、文化等历史和现状。上限始于宋代，下限原

则上迄于1992年，大事记止于1993年。

二，本志原则上以现行镇境区域为记载的地域范围。由

于建置区域屡经变迁，历代有异，为反映历史发展的本来面

貌，记载的地域范围也从当时的实际出发。

三、本志体裁，采用章，节，目结构，横分门类，纵向

叙述，辅以图表。金书以“概述”为卷首，自然地理为第一

章， “志余"为卷末，计分21章。 “概述黟综合记叙自然地

理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历史发展的概貌，以后各章分门趴

类，纵向叙述。
4

四，本志“人物"章所载人物，以本籍为主。

五、本志资料采自文献、史料、档案，均经核实。为节

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六、本志行文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则用简称。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简称“建国以来"， “中国共

产党”简称“中共秒。

七，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甩旧纪

年，括号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采用公

元纪年。 ，

八、本志引文及附录原用繁体字者，一律改用简体。为

便于阅读，有些资料的标点符号是编者加的。

5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彦下瓢_予叉摅傲人民饿府破撕编基委睫舍．放圣

紊蹿即粘亨苫
冷◇善漩当曳炎穿

甲分良群丈蝣槭¨鎏p月

壁酉牟一肖≥口豢天饥敦起感囤



●。11
．一

一l I 厂

1
6 j‘ r■

‘ 矽1
L

浑吾晕挥磐裁彳欲

饕酉奇春露

磋聘做圆圜



支塘旗政府珊五大攫

现任支塘嫒熏政镇孽∈



大东动手硒日京亟谈
影&系，^氏哇眩一咭台
d得更抒!

p辑辰石，沈奄饿著g
，柑●i．矗，



～



壶．巧
麓鹾秘

匿五

： I
L I镩鲍

j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