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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志》序言

芜湖，地处安徽东南．雄踞大江之滨。早在春秋战国即为重镇；元明时期，

成为皖南土特产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物资集散中心，浆染业闻名遐迩；明末清初，

诞生了一代姑熟画派大师萧云从和世界艺苑奇葩——铁画；清末，列于全国四

大米市之一，近代，为皖省对外开埠通商口岸和工业发祥地。在近代、现代革

命史上，芜湖志士仁人曾经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篇章I建国前夕，

中共芜湖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为接应百万雄师过大江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

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芜湖人民意气风发，艰苦创业，用

短短几十年时间，把一个满目疮痍、百业凋零的消费县城改造建设成为社会主

义欣欣向荣的沿江港口城市。

编史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早在南宋．就有王耜著《芜

湖志》五卷问世l随后，经元、明、清各代，芜湖曾七次续修《芜湖县志》。此

外，还编著有关专志、志略等多部。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方志中难免存在不

少时代的糟粕，但它所反映的江城独特的地方特点，所记载和保存的芜湖历代

自然和社会的宝贵资料，使我们这次修志前有所稽，后有所传。

芜湖方志最后一次纂修是在1919年．迄今已七十余年。七十年来，芜湖经

历了新旧民主革命的洗礼和新旧两种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县分置，性质

由消费性商业县镇转变为现代综合性工商业港口城市，积聚了大量资料，内容

极为丰富。由于多种原因，志书长期未修，随着岁月流逝，许多宝贵资料不断

散失．其损失将难以弥补。可喜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社会主义中国迎

来了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同时，也带来了全国性盛世修志的大好局面。

1982年6月，中共芜湖市委研究决定成立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

室，筹建市志编修事宜。《芜湖市志》的编纂，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基础上，于

1985年春在全市全面展开．历经八个春秋，数易其稿，最后成书为上、下两卷．

于1993年正式问世。

《芜湖市志》是芜湖市建市以来首部《城市志》．也是社会主义时代芜湖第

一代志书。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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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芜湖市志》坚持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客观地反映芜湖市

(不含所属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上限根据资料和记述需要，尽可能追朔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止于1985

年底。上卷出版日期以中共芜湖市委书记、市长张平同志的《芜湖市志》序言

‘日期为准，下卷出版日期以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批准出版日期为准。少数

内容(含照片)下限至出版日期前止。

三、纪年清代(含清代)以前一般使用各朝代的帝王年号．中华民国时期

使用民国纪年，再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并省略“公元"和“年’’字。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文中的“解放前”，系指1949年4月24日

以前，“解放后"系指1949年4月24日以后(含4月24日)。历史地名、职官、

计量，一律用当时的称谓，必要时括号内加注。

四、本志概述。综叙市情，总摄全书，各篇前有无题引言，以提示各篇事

物发展的梗概。文体一律用语体文，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洁。

五、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除收录本籍人物外，曾对芜湖有影响与贡

献较大的外籍人物，也予以简叙。排列先后。以卒年为序。未立传的烈士列表

入志。对在世人物确有必要记述的事迹，则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载。

六、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在《大事记》和

有关篇章中予以记述。

七、《芜湖市志》共四十篇，分上、下两卷先后出版。

上卷：含本卷目录、序、凡例、芜湖市行政区划图、芜湖市区图、照片、概

述、大事记、地理、人口、城市建设、党派群团、政务、公安司法、民政、劳

动、人事、军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报刊、卫生、体育、宗教、民俗一方

言、人物和县、山记略。 ．

下卷：含本卷目录、综合经济管理、工业、交通、邮电、农业、商业、外

贸、粮油、海关、税务、金融、财政和附录。 ，

八、资料主要采用各方面档案、图书、历代志书、文献和有关专业部门、当，

事人提供的材料，编纂时不注明出处。解放后备项数字，全市总的数据以芜湖

市统计局资料为依据，其中各专业数据分别由各专业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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