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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方志纯万志纯

序 言 1

新编《弋阳县志》，历经数载，四易其稿，在省、地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和专家顾问的指导下，经编纂者苦心耕耘，即将出版问世，这是弋阳32

万人民的一桩喜事。在出版前，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要我写几句话，

权以为序，以表向家乡人民志喜。 j

弋阳县，始建于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 0年)，是时孙权析余汗东

境置葛阳县，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改称弋阳县，迄已1779年历

史。 ．‘

，

，

，
～

。弋阳，，跟中华大地千千万万的县一样，堪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山

川钟秀，土地丰饶。但是，正如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指

出的：“这个地方，在革命前，无论那方面的情形，都是很黑暗的。”虽然，

不安于黑暗时日的弋阳人民，在这长夜漫漫、天昏地黑的地方，为了光

明，进行了无数次不屈不挠的斗争，然而，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

．导，最终都遭到失败。长夜难明，魔怪舞翩跹。
。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黑暗的弋阳j黑暗的中国。!"现出了一道曙

光。早在大革命时期，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的领导下，弋阳就

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从此，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和英勇革命斗争精

神的弋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方志敏等同志的直接组织指挥下，发

动了著名的漆工镇武装暴动，从敌人手中夺得了两条半枪，掀开了“两

条半枪闹革命’’武装斗争的辉煌篇章。继而，举行了声势浩大，威震赣东

．北的弋横暴动，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创建了苏维埃红色政权，

’创建了以弋横为中心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曾经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

．赞。 ．．7 、．． I
；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弋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

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把一个黑暗的弋阳，变成了，一个光明的弋

阳，如今，弋阳跟随着祖国的步伐，跨过了40年的历程。在这建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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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中，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余年中，弋阳人民继承．

革命传统，发扬更大光荣，在党的指引下，在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下，

立足本县，勤奋进取，在工业、农业、文教卫生、科学技术诸方面都有了

突飞猛进的发展。如果老省长邵式平同志还健在，他更要赞叹：“革命一
故乡，江西弋阳，山城如画世无双，南屏武夷北怀玉，遍地文章。’’

千百年来，弋阳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所创立的业绩，是可歌可泣的。

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半个多世纪的血与火的斗争和轰轰烈烈

的建设中，弋阳人民献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英雄儿女，为中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华民族的四化大业已经作出并将继续

作出重要的贡献。这些理应载入弋阳的光辉史册!?

但是，在旧的弋阳县志上，这些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据了解，弋

阳县官修县志始于南宋，至民国15年(1926年)，先后修纂十余次。这．』

些县志’，由于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对地方重大历史事件虽曾有记述，‘

但大多是记述人文、官吏之类，而且其立场、观点方面的错误是显而易

见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从民国15年，即最后一_次修志至今，正是中

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期，也正是弋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

行着前无古人的伟大斗争和光辉事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期，可是

由于这几十年没有修过县志，因而对于这一切，都还没有记入县志。我

想，这些大概就是此次修志的直接原因吧。

此次新编的县志虽不尽完善；；但却可以看得出编纂者们是力求做
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贯

通古今，记述弋阳有史以来的地埋风貌、政治军事、经济形态、文化教

育、风俗习惯、人物胜迹等方面的演变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编修

的县志，是I部记述劳动人民丰功伟绩的新志。

县志，作为一县之百科全书，起着“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 ．

俾使后人“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作用。因此；我想，新编弋阳县志的问

世，必将为本县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治理政务，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等

方面进行重大决策时，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i据，必将成为向人民群众

和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传统等方面教育的一部乡盍

教材。 ·． ，．‘
‘

今值县志出版之际，写下这些文字，愿与家乡人民鉴古知今，继往

开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j个滴度社会主义物 ，



、．o 。．，．。+ f、

； 。

’

●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弋阳县，为建设一个伟大

殚思极虑，同心协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

‘ ●

f。

①本文作者原任江西省I直长，霸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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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王银昌

新编《弋阳县志》经全体编辑人员的数载辛勤耕耘，终于将付梓成

书了!这是20世纪90年代弋阳县史上的一件光前裕后的大事情，对激

励全县人民在如日方升的弋阳红土地上发扬蹈厉、再创宏业将起积极

作用。从这个意义讲，志书的出版是鹊兴鸠舞可喜可贺的。

弋阳钟灵毓秀，创造了以弋阳腔为代表的灿烂文化；孕育了陈康

伯、谢枋得等一批古代文化贤人；更造就了方志敏、邵式平等为代表的

震古烁今的伟大人物，他们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中国文化

史上著名人物。今天，新一代的弋阳人飒爽英姿，正为振兴弋阳经济，弘

扬民族传统文化，在各自的岗位上贡献才华。可以毫不愧言地说，弋阳

人民为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其功绩亦可名垂青史。

新编《弋阳县志》的出版，是继承和发扬前人业绩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古“治邦国者；以史为鉴，治州县者，以志为鉴”。我县自宋代隆兴

元年至民国14年曾修志12次，这次修志已是第十三次，由于这部新志

书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因而反

映的弋阳历史的真实性，是历代旧志无可比拟的。纵观擘肌分理洋洋百

万余言的志书，内容上可谓经纬万端，宏中肆外，丰富多彩地记载了各

时期各战线的发展历程，尤其浓墨重彩地记载了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

秀丽的弋阳风景名胜和质朴善良的民情民风，特别是记载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建设成就。是一部如和璧

隋珠般极其宝贵的爱国主义乡土教材。看了这部志书，可以得出这样一

个结论：弋阳依然人杰地灵!正如方志敏烈士在他的名篇《可爱的中

国》中所憧憬的那样“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
步!”

没有昨天，就没有今天。．“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我们踏着昨天的

历史，在这百废俱兴的年代向明天的历史开拓。弋阳是个物产富饶的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