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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记述光福境内自然、社会的历史与

现状，并突出名胜古迹、资源、物产等光福特色。

二、本志上限自有史实可查始，下限至2000年底o“大事记”延记至

2004年6月。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2000年底光福镇境域为主，志中所写“光

福”、“全镇”、“境内”即为此范围。

四、本志采用章、节、目简体结构，按社会分工和实际情况，横列门类，

纵向记述。“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之以纪事本末体。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采取以朝代年号纪年(包括

民国纪年)加注相应的公元纪年，如清宣统三年(1911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对于频繁使用的名称，首次用全称，其后用简称。

七、本志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及地名、机构名称则照实记载。

八、本志所记人物以本地籍为主，流寓或终于光福而有一定影响者酌

情收录，在世人物不立传。

九、本志资料来自市、县、镇的档案和有关图书，如新编《吴县志》、民国

初《光福志》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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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光福镇志》经过许多同志的多年努力，终于在太

平盛世诞生了，这是光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湖光山色，洞天福地，光福自古以来就以物产丰饶、风景优美、名胜古迹

众多而著称于世。香雪海胜迹、司徒庙汉柏、光福寺古塔，吸引着中外游客。

春临邓尉探梅，夏至西崦泛舟，秋入西碛赏桂。历代帝王将相被光福的湖光

山色所陶醉，多少文人墨客在光福的山水间流连忘返，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

的篇章。

光福的区位优势十分突出，但是，在解放前的百多年中，她与其他地方

一样，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百业凋敝，民

不聊生。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战天斗地，艰苦创业，使全镇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这是历朝历代所无法比拟的o

光福修志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光福里人徐傅继承父亲未竞之业，历30

年而成《光福志》12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付印出版。至民国18

年(1929年)，王镛、张郁文等人组织人员在原稿基础上补编1卷，集资后正

式出版，距今已有70余年。该版《光福志》现已很难见到，只在图书馆、博物

馆及光福民间少有收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部良志的修纂，既可以存史，又能在资治和教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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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说过：“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

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

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2001年2月，光福镇党委、政府成

立了《光福镇志》编纂委员会和办公室，并组建编纂班子，全面展开修志工

作。经过编修人员多年辛勤努力，三订纲目，数易其稿，几经评审修改，终于

杀青付梓。《光福镇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社会分工和时代先后，横列

门类，纵向记述，做到横不缺主项，纵不缺主线，详今明古，将丰富的人文史

料，众多的名胜古迹和鲜明的地方特色融于一体，通合古今，资料翔实，结构

严谨，文风简朴，可谓光福之百科全书。

《光福镇志》全面记述了光福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卓绝、前仆后继

的斗争事迹，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艰苦创业精神，详尽记载了光福境域

内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各行各业的发展变化，也记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

各个阶段的政策变化及成败得失。《光福镇志》为各级领导察古知今，摸索

规律，科学决策，建设家乡提供了借鉴；为广大光福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知

我光福、爱我光福、兴我光福提供了一部好教材；为客居他乡的光福籍儿女

和侨居海外的游子熟悉家乡、沟通信息、服务桑梓架起了一座桥梁；为海内

外客商了解光福投资环境提供了一本咨询书；为国内外广大旅游者饱览“湖

光山色，洞天福地”的美景提供了一张导游图。 。

{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光福之所以有今天，是无数代先

辈努力的结果。我们为能作为光福普通的一员，在历史的长河中为第二故

乡添砖加瓦而感到无上的荣光，也为《光福镇志》能在我们任期内出版面世，

并由我们来为其作序而感到十分荣幸。

我们衷心祝愿《光福镇志》能发挥其“存史、资治、教化”的重要作用，服

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更希望广大读者能从中汲取营养，创造辉煌业绩，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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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明天不断谱写崭新篇章。

感谢潜心修志的所有人员，感谢热心指导的上级领导，感谢倾心审稿的

专家、学者，感谢大家为光福办了一件上慰祖宗、下惠子孙的好事。

过去已载人史册，未来尚待开拓，愿光福的明天与我们伟大的祖国一样

更加美好，愿全体光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生活更加美满幸福。

僦一⋯记油叶L
光福镇人民政府镇长1名逸

2005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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