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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历史创造未来

经过五年多的紧张工作，新编《溧水县志》终于和

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有益于全县现代化建设和子孙

后代的大事。

溧水建县历史悠久，人民质朴勤劳，物种资源丰

富。新编《溧水县志》通贯古今，向人们介绍了溧水的

历史沿革、社会变迁、风土人情，这对于我们了解溧

水的过去，借鉴历史的经验，开创溧水的未来，具有

现实和深远的意义o
7

新编《溧水县志》，自始至终得到省、市有关领导、

专家、学者的关怀和指导，得到各方面热心人士的支

．持和帮助。它的出版，是集各方智慧、群策群力的结

晶，是全县方志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硕果。在此，谨向

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和工作人员致以诚

挚的谢意! ．

新中国成立后编修县志尚属首次，由于缺乏经验，

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中共深水县委书记朱友发

’1989年loyl



序

新编《溧水县志》，五经春秋，四移篇目，三易其

稿，终成卷册。这是全县38万人民的一大盛事，可喜

可庆。

溧水，历史悠久，山灵水秀，气候温和，资源丰

富。淳厚、勤劳、善良的溧水人民，长期以来辛勤劳

动，艰苦奋斗，搏击进取，为建设可爱的家乡，为创

建溧水的文明作出了宝贵贡献。抗日战争期间，溧水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斗争，

为卫国保家、锄寇除暴，写下了可歌可泣、可颂可敬

的光辉史篇。然而，解放前由于反动统治政治腐败，

加之战乱频仍，灾疫迭连，又僻隅江苏西南，一以致在一

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经济萧索，各业凋零，满目疮痍，

民不聊生。1949年4月25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的伟大胜利，溧水迎来了解放。从此，溧水的历史翻

开了新的一页，举县上下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生机焕发，万象更新，百业蓬勃发展，人民

安居乐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改革开放

方针，革故鼎新，开拓前进，一千零四十八平方公里

的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昌盛景象。



溧水修志源远流长。据史载， 自宋开始，历代相

沿，清代尤甚。宋元明清，十次成书，惜五部散佚，

尚存明万历一部，清顺治、康熙、乾隆、光绪各一部。

五部存志，均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堪称珍贵文化典籍。

然旧志因受封建制度和时代所限，皆陈陈相因，颇多

沿袭，且志文良莠共存，真伪并见，有失偏颇。清光

绪八年(1882年)后，志业中断，迄今一百余年。1 948

年，曾有修志之图，但成立文献委员会后，半途夭折，

不了了之。50年代末，亦曾有修志之举，也仅以编就

解放后十年大事记初稿而告一段落。举县瞩目，冀盼

新志，，‘以续史册。于今盛世，迎来了修志的春天，当

铭志载史，以弘扬进步，获取教益，继往开来，以激

励今人，‘垂鉴后世，传诸千秋。

新编县志坚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服务的方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观点。既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又承前启后，贯通古

今。着重记述解放后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成败得失，

对解放前的历史记载，则扬其精华，弃其糟粕，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既纵述历史，又横陈百科，以事系

类，以时为序，历史地反映县内自然、经济、政治、

军事、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演变盛衰，曲折起伏。

既注意时代特点，又注重地方特色，突出反映溧水在

社会发展中的历史轨迹、时代节奏，以期为共臻溧水

现代化建设大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o

“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新县志



的出版，来之不易。自1 984年7月开始，历经建立组织、

征集资料、编撰、评审、修改定稿等阶段。群众发动

之广，采编人员之众，资料收集之多，文字工程之大，

为历代修志所未有。它是全县各界共同关注、通力协

作的结果，是众手成志的体现。尤其是编撰人员辛勤

笔耕，锲而不舍，付出了艰辛劳动；参审人员认真考

订，匡谬纠错，做了大量工作。为此，谨向为编撰县

志作出贡献的单位、编写人员、热心人士， 以及为审

定志稿倾注心血的专家、学者、行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百万字传世宏篇，卷帙浩繁，通古贯今，纵横交

错，瑕疵之处，实难全免。但瑕不掩瑜，新编《溧水

县志》不失为了解溧水、认识溧水、建设溧水不可多

得的资料书、工具书，愿全县各部门、各单位、广大

干部和各界人士广为采用。亦愿全县人民在历史的新

征程中，锐意改革，团结奋斗，以更昭著的业绩，谱

写新篇章，载入新史册。

溧水县县长盛金隆

198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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