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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一

舒城，古为舒国，别号龙舒。西汉高祖四年(前203)置龙舒县，唐开元二十

三年(735)置舒城县后，一千多年来，名称延用至今，疆域基本未变。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舒城县志》历史上先后出版13部，现存世6部。由

于历史原因，80多年来未曾编纂。1982年，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本县开始编

写新《舒城县志》，历时八载，评议稿现已完成。此次编志，是在党和政府领导

下，坚持群众路线和专业队伍相结合的方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

是的精神，采用平头设章、横排竖写的志体，详今略古，突出重点，全面系统地

记述了本县山脉河流、气候物候、矿藏物资、农林牧副渔、工交财贸、军事、公安

司法、文教卫生、体育、科技、风俗、方言、人物和历史上发生的大事要事等各方

面的演变情况，尤其是建国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新编县

志，对弘扬龙舒历史文化，激发人们奋发向上，兴利革弊，继往开来，加速全县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

响。

县长朱忠礼

一九九O年元月



序 二

序二

当今修志，千古良机，旨在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本县自1982年起，始编修新《舒城县志》，经过组建机构、调配力量、宣传

发动、征集资料、编纂等阶段和评议、送审、定稿、批准等程序，前后历四届政

府、费时十一载，现即将正式出版，实属可庆。

舒城，古为舒国，汉初置舒县、龙舒县，故本县又称舒国，别号龙舒。自唐开

元二十三年(735)建舒城县以来，名称未更，疆域基本未变，堪称历史悠久。明、

清《舒城县志》记载：“舒城地处江淮腹地，七省通衢，五方要冲，历为兵家必争

之地⋯⋯山青水秀，物产丰富"，此非过饰。特别是建国后四十多年来，在党和

人民政府领导下，龙舒人民，意气风发，解放思想，敢于拼搏，大胆开放，深化改

革，为四化建设取得了优异成绩，在省、地乃至全国有些战线上位居前列。县志

既成，它客观如实地反映了本县的历史与现状，整理出系统的、准确的资料，为

各级各部门进行四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可靠的科学依据。

值此《舒城县志》出版之际，作序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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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金启建

一九九三年十月



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做到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的统一，以期达到“资治、

教化、存史"的目的。

二、本志记述舒城县的历史和现状，以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新民主

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史实，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

三、本志采用述、志、传、记、图、表、录等体裁。大事记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

体记述，各类专业和人物，平列设章，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列章序。

四、本志记述时限，上限因事而异，下限止于1985年。大事记、建置沿革略

通古今，各类专业、个别事例有所延伸。

五、本志人物章，分传、简介、录三类记述本县籍人物：人物传，记述已故较

有社会影响的人士，人物简介，记述健在的在有关方面较有社会影响的人士，

人物录记述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建设事业中献身的烈士和健在的

知名度较高的人士。 ．

六、本志所用资料，取自县内各部门编写的专业志、档案、旧县志、口碑和

实物，志书中一般不注明出处。

‘七、本志对于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均列入大事记和有关

章、节。特殊事件，另立附记。
’

八、本志数字书写，均按《人民日报}1986年12月31日《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用规定》，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文字除引文外，均以《新华字典》简

化字为准，用语体文记述。

九、本志所记计量单位，均按当时当地习惯记述，必要时接今制折算，加以
注解。

●

十、本志所记地名，参照《中国地名大辞典》、《舒城县地名录》。

十一、本志记述军队番号，均按当时各方军队的番号记述，必要时以注解。

十二、本志所用专用词语，凡第一次出现者用全称，其后一般多用简称。

十三、本志所称“解放后"，是指1949年1月22日本县全境解放之日为时

限。“建国∥，专指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十四、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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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概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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