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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常州市市毒量学之j
《常州市志》是一部贯通古今，全面系统介绍常州自然环境、历史

沿革、社会变迁、物产经济、文化教育、风俗民情和人物传记的书籍。

它凝千年为一瞬，集万物于一卷。既可给今人以资治，“鉴古而知今， 。。

温故而知新”；又可给来者以教化，“鉴兴废，考得失’’，评说千秋功过

⋯⋯无论从哪方面说，它都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

教育的巨著。因此，今天该书的正式付梓出版，实在是一件功在当

代、惠及子孙的值得庆贺的大事。

常州位于富饶美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北倚长江天堑，西毗茅

山丘陵，南扼天目山麓，东接苏杭平原，京杭大运河横贯全市，是一

座历史文化古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就达2500多年。春秋时代始名

延陵，后几经变易，于公元589年定名常州，并延续到今天，二直为

郡、州、路、府署所在地。

经过几千年的文明进化和沧桑变迁，至今在常州这块古老而肥

沃的土地上，积存了许多历史的风韵，垒筑了许多历史的丰碑。早在

唐代，常州的丝麻织物就已闻名遐迩；宋朝，手工业得到较大的发。

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明清时期，常州开始萌发早期的资本主义生j

产关系；到本世纪初，近代工业悄然兴起，民族经济得到初步发展。：

新中国诞生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古老而年轻的常州更加焕发

出勃勃生机，成为迅速崛起的一个新兴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



成就卓著，城市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不仅被列为全

国最早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和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城市之

一，而且市区被列为全国综合实力五十强和投资环境四十优的城

市，所辖武进、金坛、溧阳三县(市)也都进入了中国农村综合实力百

强县行列。常州这块富庶而神奇的土地j真可谓地灵人杰，曾经孕育

和造就了许许多多仁人志士、哲贤学者和英雄儿女。清代著名文人

龚自珍在《高才篇》中曾赞叹“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

这里的“常’’就是常州。特别是进入近代和现代以来，政治、经济、文

化、科学等领域一批杰出人物的涌现，为常州这座历史文化古城注

入了更加辉煌的内涵。

史学界有言，‘‘盛世修志：’；古人有云，方志是“-方之全史”。今

天，我们欣逢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盛世，把常州历史的发展变迁记录

下来，把常州人民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业绩载入史册，使之代

代相传，是我们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常州市志》正是本着这样

的要旨，以朴实、严谨、科学的方法，做到了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立

足当代，展望未来，具有较浓厚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它像一面镜

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常州历史的盛衰、得失；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

常州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和某些挫折；更能够看到，常州人民在如

今改革开放的年代，正凭藉着历史的宏大根基，顺应着时代前进的

潮流，以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谱写着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的新

的文明。我们相信，常州人民必将描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以更加辉

煌的业绩载入新的史册。

值此《常州市志》付梓出版之日，谨书此语，祝贺且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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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遵循“存真、求实”精神，不隐过、不溢美，实事求是地记

7述常州的历史和现状。 。

．
1．

‘

．。

二、本志基本断限，上自1840年，下迄1985年。并因事而异，上‘，

．溯发端，下述发展；贯通古今，详今略古。大事记、彩照延至1994年
，

●

‘

．’12月。
。

一
．’ ，

三、本志记述范围立足市区(城区、郊区)。解放前，视内容需要

称常州、常州城乡、城区、武进县；解放后至1983年3月1日市管县，

前的常州市称市区，不称全市(引文除外，加注)；此后兼及辖县，含、．·

三县数据称全市，不合称市区；全志总述、各卷概述一般应有全市数一

据，章以下可不涉及三县内容。
～

．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等体裁。志首设序言、

·凡例、图照、总述、大事记。志末设附录，辑存文献资料，另设本届修·

志始末。分志为主体，设52卷，除专记、人物两卷外，各卷·般设章、 ，

‘

节、目三个层次，必要时增设子目。卷首冠概述，必要时在章下设小

序。卷、章横分门类，节以下从实际出发，宜横则横，宜纵则纵，纵横 ·

结合。图i表随文出。 ’， ．

五、本志从常州实际出发设《综合经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工业综述》三卷综合性分志。工业部类按行业分卷，另设《区乡工业



和其他工业》卷，以反映其特色。

六、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一般不作集中记述，按时间先后分

别在大事记和有关卷、章中反映；“文化大革命’’因历时较长，影响较

深，列专题记述。 。

●

’

七、鉴于常州古往今来人文荟苹的特点，本志《人物》卷突破上

限，增设古代名人选录、补遗。近现代人物设传和名录，立传人物均

为故人，以卒年为序排列(目录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名录先以类

分，再以牺牲或获得荣誉时间为序。
’

八、本志采用语体文。文中数字除习惯或术语外，凡有统计意义

者用阿拉伯数字。1955年2月以前的旧人民币，折算为新人民币。

志书纪年，民国前，采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民国起，采用公元

纪年(1912年为民国元年)。《大事记》因跨度大，为便于连贯和检

索；采用公元纪年加注朝代年号。每个竖写单元(节、目或子目)同一

年号出现两次以上，一般只加注一次。农历月、日，用中文表述；公历

用阿拉伯数表述。民国时期北京中央政府、南京中央政府，简称北京

． 政府、南京政府。解放前、后，以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为界。计

量单位，除历史上使用且不宜换算者按习惯记载外，其余以国务院

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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