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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前，西晋建威将军周处编纂的《阳羡风土记》，开创了宜兴地方志的先

河，以后宜兴又多次纂修县志。

为继承和发扬修志的优良传统，中共宜兴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宜兴

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1984年7月成立宜兴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

体负责县志编纂业务。经过全县各部门各单位的共同努力，五度寒暑，八订纲目，

三易志稿，三审定稿，从而为宜兴的史乘园地增添了一朵新花。

宜兴的青山绿水无限美好，宜兴的人民勤奋好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这

块美丽的土地曾经培育了诸多人才，宜兴人民创造了光辉业绩。但由于历史的局

限，总的发展仍是十分缓慢。

1949年4月，宜兴解放以后，她的丽质才重展新姿。特别在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改革以其特有的巨大力量，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经济建设

及其他各项事业突飞猛进。抚今追昔，能不为宜兴的兴盛繁荣而欢欣鼓舞!宜兴

县志的修竣，使这块土地上有所作为的人和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成就，

得到如实记述，传诸后世，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新编宜兴县志上承建县以来2200余年的悠久历史，又是终结宜兴县的建

置，步入宜兴市建置的新起点。宜兴人民将在此新的基础上，把宜兴市建设得更

加繁荣昌盛。

新编宜兴县志是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成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其作

用将是多方面的。它可供后来的建设者了解宜兴的历史和全面情况，为进一步建

设宜兴提供制订规划的翔实资料；它可以为广泛的科学研究提供正史不详或缺

失的资料；它可以为子孙后代进行爱国、爱家乡的教育提供乡土教材I它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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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长期在外地工作的宜兴游子了解故乡的历史和全面情况。总之，它可以为宜兴

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宜兴县志的上述作用如能充分发挥，那末，编纂县志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中共宜兴市委书记姜启才

宜兴市市长张伯端

一九八八年十--TJ



凡 例

1．本志上限不限，下限止于1987年。记述的重点为民国元年(1912)至1987

年。 。

2．卷首列“概述打，简述全县概貌。中间按事业分为30卷，分类记述自然概

貌和社会演化情况，是全书的主体。卷末设大事记、附录和编后记，大事记按时序

记述全县的大事、新事、要事，附录容纳一些难以归类的资料。照片相对集中，图

表随文插附。

3．为突出地方特色，将陶瓷和旅游单独立卷。

4．继承“横排门类，纵向叙述"的传统格式，设卷、章、节、日，层层相辖，力求

分类恰当，领属得体o

5．“概述"有叙有议，以叙为主；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其

余用记述体或说明体。叙事有依据，不妄加评论。

6．立传的都是已故人物，以对宜兴和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的宜兴籍人为主，

对劣迹昭著的人物，也有选择地立传；不立传的烈士载入英名录。生人不立传，但

对下列人员则立表记载：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宜兴籍高级知识分子，县团级以上的

党、政、军干部，立二等功以上的军人，省以上评定的劳动模范或先进生产(工作)

者，有发明创造或特殊贡献的能工巧匠，符合上述条件的客籍人士。党、政卷中记

到副县级以上人员。 、

7．本志行文的若干说明。‘

1949年以后的统计数字，一般选用1949年，1953年、1957年、1960年、1966

年、1976年、1978年，1987年等8个年份的统计数，必要时用历年数或其他年份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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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种类的表述。民国期间凡未注明关金券、金圆券的，民国24年11月23

日前为银元，24日后为法币；解放后凡未注明“旧人民币"的，都是现人民币。外汇

未注明外币名称的，都是折合人民币数。

解放前系指1949年4月23日以前，解放后系指1949年4月24日宜兴县

城解放以后。

民国纪年数加1911年便是公元纪年数，故民国纪年一律不加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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