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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掌故>经过我省地方志工作者一年多

的辛勤编纂，现在出版面世了。这是我省第一部

专门记载江苏掌故的著作。这本书思想健康有

益，形式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彩，融思想性、

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充满乡土气息，是我省

文化建设推出的又一部精品o

，江苏历史悠久，物产丰饶，经济发达，人文

荟萃。自古以来，我省人民在改造自然，4推进社

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既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

明，也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在江苏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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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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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然风光旖旎迷人，文物古迹星罗棋布，风土人

情特色浓郁，掌故轶闻广为流传，形成了我省传

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鲜明特征，为世人所推崇o

《江苏掌故>的编撰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花
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遍览各种史籍、笔记和报

刊，广泛调查收集民间传闻，精心编辑成册，传

之于世，这种精神是十分可嘉的o

《江苏掌故>记载了前辈改造自然和社会的
艰辛历程，歌颂了老一辈革命家和志士仁人创建

新中国的光辉业绩，描述了江苏丰饶的物产和多
彩的地方风俗，介绍了遍布大江南北的名胜风光

和文物古迹，也记述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种种逸事

趣闻。她虽不像百科全书式的地方志那样内容全
面，也不像正史那样上下连贯，讲究系统性，但

撷取历史上有特色的朵朵浪花，沧海一粟，仍能

聆听历史潮流阵阵涛声；点点脚印，斑斑轨迹j

道出人所未道、人所罕知的事，从一斑窥见全
豹，显现了江苏悠久灿烂的昨天。这本书亦庄亦

谐，寓教于乐，宜于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对于认

识江苏地情，了解江苏历史，对于向本省人民进
行爱家乡、爱祖国的教育，激发投身改革开放和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确是一部不可
多得的有益教材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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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地情风俗的调查研究和文史知识的学

习，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毛主席一直对学习和批
判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从经史子集到

稗官野史，他几乎无所不读，对《容斋随笔>、
<笔记小说大观>、<智囊>、<笑林广记>以及记
载地方掌故的地方志等古籍一直非常感兴趣，经

常阅读。毛主席熟悉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
物，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经常运用历史掌故，常
常是随手拈来，以古喻今，运用自如，给人以新
颖而形象的感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毛主席多次视察江苏，在讲话和交谈中，对南京

之称“龙蟠虎踞"和“石头城"、“建邺”等掌故
十分熟悉。在徐州，他登上云龙山，笑谈古今，
讲述了放鹤亭、韩信点将台、张良吹箫退敌等故
事。他还对．“无锡"地名的由来、吴承恩以连云

港花果山为背景创作<西游记>、太平军在紫金

山天堡城抗击清军等逸闻十分感兴趣。聆听过毛

主席讲话的我省一些老干部，对毛主席渊博的历
史知识和风趣的谈吐，至今仍记忆犹新。可见，

学习一些文史知识和地方掌故知识，对陶冶情

操，启迪心智，提高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
文化修养，是大有裨益的。

最近，省委、省政府提出了要把江苏建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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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经济大省地位相适应的文化大省的奋斗目

标。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需要各方努

力奋斗。我希望地方志工作者继续努力，勤奋创
作，为社会为人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反映江苏历

史和当代风貌的好作品。 ，

．

1997年4月3日



江苏，是当代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是中国古

代文明的发祥地之_，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名胜古迹遍及大江

南北，掌故内涵十分丰富。编辑出版<江苏掌故>一书，正是广
泛而深入地反映江苏省情的需要。 ，

掌故，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早

在汉代，便有掌故之官职的设置，归太史官领导，主管故事或故

实，“秩六百石”，薪水不低。在我国汗牛充栋的史学遗产中，记

载各种掌故的书，自唐宋以来多得不可胜数。．

地方掌故，是一地上下古今无所不包的记事，是该地社会发

展状态的真实纪录，反映出该地区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典

制等诸多因素及其生活特点，既是历史车轮的斑斑轨迹，又是人

类征途上的点点火把。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都十分珍

视地方掌故，认为它是一种潜在的支配人的灵魂的力量，说它像

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每一个人，而又不觉察它的存在。<江苏掌

故>的出版，十分有利于进行省情、地情的教育。

随着人们文化生活水准的提高，必然要求拓展知识面，在更

深的层次上了解地情，尤其是乡情。掌故的魅力就在于它有广泛

的群众性，可以说从国家要人到平民百姓无不喜闻乐见i即使在

经济文化发达的今天，掌故依然是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掌故的这种魅力源于掌故的特点——毛举细故。正史不

屑记载的，它详细记载，正史不屑写的，它津津乐道。唯其如

此，它起到了补正史正文不足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掌故，我们

就不可能看清楚历史老人的真面目。也许正因为如此，各种掌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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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才会绵延不绝，历久不衰。当然，如果就可读性而言

史是板着面孔说话的，而掌故的面孔则是笑容可掬的，甚至

嘻哈哈的，读者容易接受。<江苏掌故>的面世，正可以满

会这种需要。

这种种需要，正是<江苏掌故>的催生素，可以预见<

掌故>问世后前景将是美好的!

<江苏掌故>追寻历史长河之踪迹，摄取其片片浪花，生动

地反映有关江苏的历代重要事件、著名人物、朝野轶闻、文坛趣

事，绮丽多姿的历史文化遗存，以及五光十色的乡土民情，富饶

而奇特的特产，瑰丽动人的各种传说和知名度颇高的地名由来等

等。这些掌故或源于史乘、稗钞，或源于民间口碑，它们兼有文

史之长，又富知识、趣味于一书。 一
，、。、

·，一

o <江苏掌故>全书分9个部类取事，即： ，

人物春秋 记述苏籍或外籍在苏人物的重要故实。入书人

物不分官职大小、地位的高低贵贱，以其事迹的历史意义和现实

意义为圭臬取舍。取事采用以一斑窥全豹的手法，攫取人物一生

中某一个或某几个闪光镜头，以简短的文字，道出一个动人的故

事，以反映人物的精神风采、道德情操。个别反面人物亦有涉

猎，借以儆效。此类收人物90篇，约9．17万字。’ ，

名人逸事 记述苏籍或外籍在苏的著名人物、社会贤达的

逸闻趣事，是人物春秋的姐妹篇。但取事又明显区别于人物春

秋，这个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名人”，还在它仅仅是名人生活长

河中溅激起的朵朵浪花，而不代表名人的主要生活道路，或某段

重要的生活经历。此类收逸闻126篇，约10．66万字。
’

史事钩沉 记述历史上重要战事、农民起义、重大事案及

某些突出事件等。对一些早有定局的历史事件，书中着重钩沉的

史事仅是其中某些鲜为人知的某个断面，以增广见。此类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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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篇，约6．19万字。

名胜古迹 记述名胜古迹某些动人的趣事，尤重搜集鲜为

人知的湮没在民间的历史遗迹，披沙觅金，让它们借助<掌放>
这座桥能与更多的世人见面。此类收入86篇，约7．13万字。

地方特产 一种名特产品常伴有一个美丽的故事，而故事

越发美丽动人，某产品的知名度越高，美誉度越大。名特产品会

凭借着故事的翅膀飞越万水千山，飘洋过海，走向世界。书中收

的就是这些有动人故事的名特产品。此类收55篇。约4．39万

字。

地名溯源 地名是刻在历史中轴柱的标志，每一个地名都

有它的来历，书中所记述的地名取其大、取其特、取其怪。对于

地名一般人只知其然，很少知其所以然，本书侧重记述所以然。

此类收86篇，约6．74万字。

艺文采珍 记述在苏名人的诗、文、联语等方面的趣事，

与江苏有关的词语典故的由来，以及艺苑趣闻等等。奇文共欣

赏，已是趣味无穷，再缀以成文中的奇趣佳话，更是妙不可言

了。此类收52篇。约4．86万字。

风俗民情 记述各地有代表性又具地方特色的风土人情。

涵盖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俗而不俚，奇趣捧腹。此类收77

篇，约4．78万字。

异闻传说 传说是掌故的主体内容之一，但书中所记述的

传说有别于一般的民间故事与童话，而是有鼻有眼的、有根有据

的历史传闻，但经过论证却又不是真实的史事，方列入异闻传说

之中。此类收54篇，约5．80万字。
‘

<江苏掌故>注重地方性、知识性、思想性和趣味性，此

“四性”为本书收录取事的标准。

稿件由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通、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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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淮阴、徐州、连云港等11个省辖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专门

的编撰班子，历时8个月而成，先后提供稿件千余篇，近百万

字e省地方志学会成立总编辑室，10名成员，历时2个多月，

经精心筛选、编辑、加工、补遗、修订而成。入选稿件680篇，

52万字左右。

<江苏掌故>按类排列，每稿一人，一事，一物；每稿少则

数百字，多则千余，文章短小精练，而又不乏文采，读来妙趣横

生。令人爱不释手。

编者

1996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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