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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嘎最为‘浩大的文化工程，值得全县人民隆每获毒{j?。。。j j：一．7；_I≯棼；鬟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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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坛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民风淳朴j物产丰饶，素有“鱼米之乡?、。江东福。

1＼?地一之美誉j生息于这方土地的先民及其后继者，用勤劳的双手和杰出的智慧 ．

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孕育了彪炳千秋的历史文化。解放后，在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风雨共舟，励精图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

i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坛人民意气风发；

斗志昂扬，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盛世

修志一，为彰往昭来，稽前鉴后，编修新县志乃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愿望。一．。．

我国素有编修地方志的民族文化优良传统。金坛旧志自明正德十一年

(1516)至民国10年凡七修。这些旧志保留了金坛历史的部分面貌，诚为可贵。．

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旧志所载多偏重人文地理，而疏于经济内容，加之

此后七十余年间未曾修志，实为憾事。新编《金坛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求实存真，全面记述金坛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

．与现状、成功与失败；反映地方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这对认识县情，热爱家乡，探求规律，振兴金坛，必将起到积极的

作用。 ： ．，．÷卜，， o ’“。‘r：。．¨
新编《金坛县志》是全县各界通力合作的产物，是专业编修人员辛勤劳动。

的结晶，亦是各方专家学者和热心志业者大力支持的结果。值志书出版之际，

我们谨向所有为之付出‘心血与汗水的同志致以最诚挚的感谢1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我们深信，勤劳i勇，敢，智慧的金坛人民既能

创造光辉的历史，也一定能在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批的进程中：谱写出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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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遵循。求实存真一的原则，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全面记述金坛自

然、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反映地方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力求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基本断限为1911～1987年，对某些连续性重大事件适当上溯或

下延。‘大事记》贯通古今，记至1991年。

三、本志所记地域范围为今之县境，历史上属县境内的事物适当记述。

四、本志事以类分，横排纵写，设篇、章、节、目四层。篇首设无题序，章下酌

情设小序，节下一律不设序。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

六、本志记述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以对社会

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记个别反面人物。人物不分类，均以生年为序。对革命烈

士辑录英名，对军级以上功臣，部，省级以上劳模及各类先进人物列表记之。

七、本志纪年，民国前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其纪年数加

1911年即为公元纪年数，故不括注I解放后均用公元纪年。“解放前一、。解放

后劳，以1949年4月24日金坛解放之日为界。地名以《金坛县地名录》为准，古

地名括注今名。
‘

八、本志对每篇重复出现的较长名称，首见用全称，以下则简称。

九、本志数据，一般以县统计局统计资料为准。数字书写，以{：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计量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旧制，

必要时换算成公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法定计量单位。1955年

2月以前之旧人民币单位，一律折算为新人民币单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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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坛县地处江苏省南部，茅山东麓j东邻武进，西界句容，南连溧阳、宜兴，北接丹阳、

丹徒。全境东西约50公里，南北约40公里．总面积975．49平方公里，其中陆地约占

80％，水面约占20％．地势自西向东呈倾斜状态，依次分为茅山低山丘陵、西部黄土缓岗、

中部冲积湖积平原和东部高亢平原四种地貌．境内山青水秀，物产丰饶。

金坛早在石器时代即有先民栖息、生存。春秋时期，金坛属吴地，战国时期为越、楚所

割，秦汉归曲阿县，晋系延陵县金山乡．隋末农民起义中乡人自立金山县。唐武后垂拱四

年(688)改为金坛县，县名至今未变，但境域和隶属关系多有变动。解放后，1949年11月

属常州专区，1953年属镇江专区，1958年复属常州专区，1959年复属镇江专区，1983年3
月起属常州市．

1987年，全县辖22个乡、6个镇、425个村、4739个村民小组、9个居民委员会，共

16．29万户，520052人。汉族占总人口的99．98％，回、满、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共95人．人

13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33人。金坛县处于长江三角洲苏锡常经济开放区，至1987年底，全

县28个乡镇先后对外开放。是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12269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社

会总产值163716万元，国民收入61170万元，县财政收入4674万元，城乡储蓄存款余额

15768万元．

县治金城镇，始建于隋，位于县境中部偏东处。唐长寿元年(692年)筑城池，后砌成砖

墙，设6城门2水关。民国时期城墙损毁，1952年全部拆除。现镇中有60米宽的丹金溧漕

河纵贯南北．河上架桥4座。1987年镇区面积扩展到3．15平方公里，初步形成布局合理、

市政和公角设施基本配套的工业小城市．

(一)

金坛人文荟萃，代有才人．唐代，储光羲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代表，享有“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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