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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史，方有志，民间有家谱，这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

特点。中华民族的文化大厦，靠国史、方志、人物传记和民jil

家谱这四根支柱来支持，方志就是其中一支。如果没有县志．

乡志、村志、这样的方志和民间家谱，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的

民族史、文化史，只能是一句空话。一部方志，具有存史、夤

治、教化的作用，历朝历代都为统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所重

视。揖揖绳绳、绵绵延延，把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传承下去。

盛世续志。历史已经进到2 l世纪的朝时俺中国人民在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峰强领导下，正向四个现代化

的目标大踏步进军。国运昌盛，绐济繁荣，正是编史续志的大

好时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郜在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编史

续志，我认为这是一项英明的决寝。《叶坪村志》这个进候应

运而生，也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大好事。

叶坪村地处瑞金城区东部，绵水河畔，东华山下的平原

里，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人民勤劳勇敢。尤其值得骄傲的

是，这里曾经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首都的心

脏。好比是当今北京市的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在这里领导过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战争。1 9世纪3 O年代初，在这咝举行过永垂史册的中华苏维

埃共扣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这里选举产生了中国第一

个红色政权一一中华苏维埃共和l豳临时中央政府，这里是名符

其实的共和国的摇篮．现在尚存的一苏大会会堂和临时中央政

砖的办公室，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博生堡，公

，≥亭等一大批革命历史文物，永远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的宝贵财富。仅就这一点，全国没有哪一个村可以和



叶坪村媲美．她是一个得天独厚的革命村，她的功绩将永远辉

跃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上。叶坪村人民直接沐浴着共产党和毛

主席的阳光雨露，直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熏陶，更具

光荣革命传统。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叶坪人民踊跃参军参

战，积极支援前线，全力支持中央临时政府的工作，确保红色

政权心脏的安宁，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后，在

各级党的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又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更能发扬光荣革命

传统，走在时代的前列，再立新功。在发展农村经济，实现脱

贫致富，推广科学技术等方面成为新时代的排头兵。

一部村史村志，首先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全村人民用

心血和汗水写出来的。是人民创造了历史，创造了财富，创造

了可歌可颂的业绩，所以要特别珍惜和爱护．历史的车轮滚滚

向前，永不止息。我们要认靠总乡．E历史经验，发扬成绩，克服

缺点和弱点；加强学习，加强Ⅲ乡，}，加强相互间的支持和帮

助；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奋发向上，再铸新的辉煌。把叶坪

村建成社会主义的文明村、致富村、小康村．

《叶坪村志》问世前夕，村干部寄语于予，请求审阅书稿

和赐序。伦也-不敏，且年届七旬，盛情难却。一种爱国、爱

乡、爱人民的思绪催促下移情于笔端，不揣简陋，辍数言于篇
．

首，权为序． !

中华砒氏丈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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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叶坪村志》是历史的首次，1986年曾动笔又停止。2000年接．h级指示重

修村志。盛世续志是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体现，正是纂志的好气候， 《叶坪

村志》应运而生是件大好事，大喜事。

【l十坪历史千载之长， 《县志》记载，唐末时期，叶坪这块土地上曾有零星

梅花屏子。
‘

从古的零星晦花屋子到今林立的高楼大厦，叶坪人民一代～代付⋯多少艰

辛和代价!

叶坪足赤凼京部所在地，是共和国的摇篮，她的名字扬天下。

我们的前等：nj为缧卫红色政权，参加革命战争付出了很大的牺{乜j玺经济

建设中发展一t产，走在全苏区前头，叶坪是苏区模范乡，受到中央的f【?评．我

们后辈无不钐：佩?

建旧后，叶坪的父老乡亲听党(i勺话走集体道路，1954年率先-：$。q，纵『，铷幺殷农

业生产合作丰{：，鼻=【}产显著。55年出席省农、渺先进集体大会。

公社化后，狐：发展，‘E产，事}技兴农中跑存砚i前。两次赴省会南昌歹j会夸旗

丽lti。

叶』平乡采协代饱经了缺水之苦墨：。在水利建设中建起六大工程水利晓施，

M g了刨、l酬j：‘‘：，ft对I了很大代价，“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后人无彳i感动。

叶，}i：匙7j’盎7囊：∞地方，叶坪人民勤劳朴素，艰苦奋斗，我们爱时l圩i兰块t

地，我f『j：心1、‘』’Z老乡亲。

"打lj!f散．：：÷饺刚上．，明尺．叶坪更加文明，更加繁荣，更jJll章铂。

村主任：钟小春

2000年10月



．再

一部方志，客脱而真实地叙述一定时期，一定地域方方面面的概况，虽然

包罗万象，自古喻今，从天到地，说文论武，齐齐百业，纷纷人事，但透视清

晰，纵横有序，洋洋大篇，读之便明事理，旧貌跃然纸上，对于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留于后代教化，借鉴起作不可忽视的作用。

叶坪村志终归是一部地方进化史、斗争史、发展史，近千年前境内村民终

因叶坪干旱，多灾，难以谋生繁衍而离去。现有村民始祖自入境以来，凭其双

手，运其智慧，披荆斩棘，战天斗地，瓜蔓椒衍，自强不息，以坚定的意志，

改造叶坪，建设叶坪，而取得今天的辉煌。其中最值得以浓墨重彩而二舄的首当

是：在艰苦卓绝的苏区革命斗争中之贡献，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图心脏的叶

坪，当时八百多村民中有两百多优秀儿女参加了红军、赤卫军，游击队及其在

地方再级苏维埃政府部门工作；53位烈士在反“围剿”及长征中英勇牺牲成为

烈士。仅存的三名长征老干部投入了新中国自J建设。这块红土地英名永垂青

史也就当之无愧了。愿叶坪村民世世代代“发j历革命{专统，争取更大．)匕荣”。

编纂同志约我留点墨迹于村志，以此绌作为序。

村主任：程有楷

1986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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