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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

王荣春

’新编《安福县志》是安福县情的百科全书，历经9个寒暑的艰苦努力，终于

问世了。这是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硕

果，可喜可贺! ．

．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自古至今，“治天下者以史为鉴，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安福从秦王赢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建县以来，经

历2200余年。清代以前虽多次修过县志，但旧编地方志书因受阶级和时代的

局限，多是偏于颂圣褒吏，旌表烈节，没有生产和科学技术等经济建设方面的

记载，湮没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绩。建国后，于1960年修过一次县志，但

．内容过简，未能成书。

安福县是赣中西部的一块福地，位于全省著名的武功山东南麓，是井冈山

革命老根据地的一部分，山川秀丽，物产丰富，民风淳朴，人杰地灵。历代文风

甚盛，志士仁人，学者名流，代不乏人。居住在这块福地上的人民，素有勤耕织，

俗善良，励家园的美德。特别是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安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为求得解放，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捐躯的

烈士就有3000余人，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为革命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他们的献身精神将激励今人和后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顽强

拼搏、勇往直前。

建国后，．安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取得了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福人民

励精图治、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出现了经济繁荣，百业兴旺的新气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昌盛，财政收

入逐年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为了将这一伟大时代的历史载入史册，

昭示后人，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85年7月成立县志编纂领导班子，并组织编

写人员编撰新的《安福县志》，这是十分正确、适时的。

‘新编《安福县志》，是一部介绍安福县情的百科全书，全面记载了安福县的

建置沿革、自然环境、政治和经济、风土与人文的历史和现状。既总结了胜利前

进的历史经验，又记叙了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出现的曲折和教训。它将为安福
’

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资料；是对广大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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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和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

是全县各级领导班子和全体干部必备的“资治"之书。我们坚信，勤劳朴实的安
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会更好地鉴古察今，继往开来，兴利除

弊，求实创新，在新的历史时期，谱写新的篇章。

王荣春，现任中共安福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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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广梅

在中共安福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新编《安福县志》历时9载，

几经修订，终于编成付梓，实乃安福文化事业中一项不朽的工程和一笔传诸后

代的精神财富，是安福人民的-．大喜事。新志告成，我欣然命笔，乐为之序。

历史上民殷物阜之区，文化必然随之发达。安福古代素有编修地方志的优

良传统。据目前所知，自南北朝开始至清朝，安福曾八修县志，其目的在于“使

后之读是书者了然知其风俗之升降，因时制宜以为兴利除弊之计，不独生斯土

者宜知则效，即官斯土者亦籍以知所取法"。然而从清最后一届修安福县志至

今却中断了100多年。今逢盛世，适时新修《安福县志》以保存历史的真实情

况，记载先辈的业绩，反映发展的规律，启迪后人的思考，实是顺应民心的好

事。感谢前任领导及时作出了编修《安福县志》的决策，开始了县志的编修工

作。我以菲材受命主持县政后，更觉责任重大，决心重其事，助其力，竞其业，成

其果。编修《安福县志》使我受益非浅，深感主一县之政，不仅要研究中央的方

针政策，而且要全面了解县情；不仅要认识现状；展望未来，而且要借鉴历史。

无论从现实，还是从长远来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纂一部贯通

古今、详今明古的社会主义新县志。都是非常必要，而且十分迫切的，是一件服

务当代，惠及后人，继往开来，利国利民的千秋伟业。．安福虽非通都大邑，却是

赣西的一块福地。这里土沃田肥，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人文发达。建

国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经

济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国民经济稳步上升，呈现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繁索

景象。广大群众开始由温饱型奔向小康型，有的已经过上了比较殷实的生活。

然而，安福自古以来以农为本，自给自疋的小农经济思想。仍然束缚着安福经

济的发展。安福工业基础薄弱，商品经济落后，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得到很好

的开发利用．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较低。要改变这种落后现状，建设好安福老

区，我们就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掌握安福县情，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确立安福经济发展战略。新编《安福县志》正是出于这种需要，为资治、存史、教

化而编纂的，既具有现实的应用性，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新编《安福县志》上溯千年，纵横百里，客观记载了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时

代的真实状况，经纬有序，详略适度，既不离修志的宗旨，又富有地方特色。新

}华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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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以记述经济为重点，通过充分反映生产发展的来龙去脉，经济建设的兴衰起

伏和对本地自然及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系统记载，彰往昭来，定将为改革开

放，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大量有用资料和信息，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之治，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一册县志在手，安福县情则了如

指掌。对于客居他乡的安福籍儿女，也可以通过阅读家乡县志，加深对桑梓的

眷恋，加强与故乡的联系，为振兴繁荣家乡献计献策。

由于县志长期失修，搜集资料颇多烦难。编志人员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

负责的精神，不负党和政府的重托，呕心沥血，广征博采，校核考证，去伪存真，

忘我笔耕。“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终成宏篇，功不可没。同时，老

同志的亲切关怀，专家顾问的悉心指教，省、地和兄弟县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全县各乡镇、各部门和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亦是新县志得以总其成的重

要条件。值此，谨向各级领导、各地专家顾问、全体修志人员和所有关心支持过

县志编纂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谢忱和敬意。由于新编社会主义的第一

代县志，工程大、难度大，经验不足，，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少讹误和纰漏，

敬请各界不时教正，补缺纠谬，以臻完美。

我相信，新编《安福县志》的出版发行，对于今人和后人认识安福，建设安

福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将提供科学依据和经验借鉴，产生不可

估量的社会效益。愿全县人民同心同德，开拓前进，积极为家乡的繁荣昌盛贡

献聪明才智，书写新的史诗，使安福早日鹤立于全国群县之林。．

。曾广梅，现任中共安福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安福县志》编纂委

员会主任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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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顺

安福修志，历史悠久i南北朝时县人王孚所修《安成记》，为江西最早地方

志书之一。清康熙六年(1667){安福县志》施润章序提出曷志的“三易艄五陋"

理论，推动了古代方志学的发展。安福先哲为今人修志留下资纂之鉴。由于时

代之限，安福旧志大多是歌皇恩，颂吏德，重人文，轻经济之作。且自清同治十

一年(1872)以来未修县志。 ’j。}， ．‘，J

·
，

为贯通历史，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继往开来，惠及子孙，中共安福县委、安

福县人民政府，于1985年7月决定编修一部以反映经济建设为主的社会主义

新县志，同时决定成立《安福县志》编纂委员会。之后，寒暑更迭，人事迁变，
1987年10月，县人民政府委我为《安福县志》主编。愧见闻未广，仰功前贤，力

微赴职，敢不效命! j： ’。⋯一，．'_ -．

．由于县委、县人民政府重视，各有关单位通力合作，县志得以广搜资料，明

古详今，存真求实；以时为纲，以事为目，分门别类，各有所归。

康熙六年《安福县志》序，提出“择人善任’’是志书成败关键。镜往事，诚如

斯言。数年来，县志办公室的同志们。，不负重托，冷斋共事，甘食淡薄，栉风沐

雨，焚膏继晷，谋篇酌句，精心修改，集腋成裘，终成巨帙。

，新编《安福县志》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编纂宗

旨。蒙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先生题写书名，墨宝为志书增辉。全书计32

卷，110万言。诸如安福县的建制沿革，行政区划，自然环境，人口居民，党派群

团，政权军事，公安司法，民政人事，农林牧渔，交通邮电，财政税务，文卫科技；

教育体育，社会风情，方言艺文，人物逸闻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都作了比较系

统详尽的记载。储地方文献，存百科之史，一书在手，县情尽知。

“头白可期，汗青无日"。新编《安福县志》，自撰写初稿至成书，几绝韦编，

不少领导同志、专家顾问、有识之士，为志书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这些明知

灼见，提高了志书的质量。唯因编者水平有限，力与愿违，仍难尽善，欢迎社会

各界批评指正，并有待于后之修志者纠正，引以为训。

．’是为序。 ’ -7

王先顺，现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福县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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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 四。

欧阳运

新编《安福县志》历时9年，现终于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安福县文化建设的

一项重大成果，必将对全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起着深远的积极影

响。

修志时需“众手成书”，志成后要“众人用志"，尤需提倡和强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尽收天下图籍，珍藏于秦廷，借以掌握各地的地理户

口情况。刘邦进兵成阳，诸侯纷抢府库金银财宝，独萧何广收秦地图，从而尽知

天下关塞、户口、民情，成为刘邦得天下的重要因素。唐代规定各州府每三年或

五年向朝廷报送图经一次。唐太宗曾说：“博采方志，得干旧闻，旁求故志，考于

传信，内殚九服，外极八荒，简而能固，博而尤要，度越前载，垂之不朽。”韩愈过

岭南，借阅《韶州图经》；朱熹下轿，便问《南康军志》。清代知县上任的“莅任初

规’’第三条便是“览志书”。从这些史实，不难看出，方志之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

的重视，且代代相传，就在于它有“资治、存史、教化"之价值。一代伟人毛泽东，

生前非常重视利用地方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服务，几乎每到一地，就要先阅当

地志书。。

在深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更要提倡强调“众人用志，志

尽其用”。

新编《安福县志》坚持详今明古，求实存真的原则，全面反映安福的历史和

现状，融天、地、人、事、物于一体，是安福从自然到社会的百科全书，可以为各

级领导提供决策依据，为县内和客居他乡，旅居海外的同胞了解和研究家乡各

方面的情况提供宝贵资料，是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生动教材，亦可为招商引资

“引凤筑巢’’充当入门的向导。

修志殊不易，用志须用心。经世致用，我想这就是修志者9载辛苦的用心

所在。希望全县人民，充分发挥县志的作用，继往开来，再创辉煌。权以为序。

员。

欧阳运，现任安福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安福县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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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安福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历史和现

状。

二、遵照“存真求实"的原则，立足当代，详今明古，上限自秦王赢政二十五

年(前222)建县开始，下限至1987年，个别事件和人物记至1993年。

三、志书篇目按事业和事物性质分类，设卷、章，节、目。体裁取志、表、传、

略、录诸体，辅之图和照片。全志除卷首和附录外，共32卷。《概述》纵览全局，

概全书之要，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纵贯古今，采用编年体，不设章、

节。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集中记述，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卷、章。

四、遵循“生不立传一的原则，人物传只记载有影响的已故人物；凡是在本

县工作过及县籍在外地工作的副县(团)级以上干部和副教授以上高级科技人

员、革命烈士，均列表入志。

五、历史纪年。1949年以前，除《苏区纪略》采用公元纪年外，均用历史纪

年。中华民国以前用汉字，夹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开始用阿拉伯数字。1949

年10月1日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名称。县名，历史沿革部分用旧县名，其余一律用今县名，地名，除必要

时用历史地名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党、政、企事业单位名称，均用现今名称。

在县志中首次出现用全称，其后多次出现时用简称。

七、文字。以1986年10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中国文字改革委

员会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八、数据：全志采用县统计局公布数据。统计局缺项的，则采用主管部门上

、报的数据。计量单位，古代的按旧制计量，1949年10月1日以后，以国家通行

的公制和市制为准。
’

九、数字用法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

局、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办公厅编书局、中宣部新闻局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地、县档案、图书资料、旧《安福县志》、“二十四史一

以及有关报刊、专著和知情人士的回忆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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