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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宣丰县志’·1

我自土地革命时期参加工作以后，跟随党南征北战在外几十年，对家乡常怀惦念之情。’

町}到‘宜丰县志)业已编成，并将付梓，我十分高兴，联想很多。

宜丰是个好地方，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炎凉适宜，物产丰富。但在旧社会．宜丰人民受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兵祸连绵，灾害频仍，官吏盘剥，民

不聊生，致使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竭其用，人不能展其才。宜丰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历代志士多次揭竿而起，却都以失败而告终。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27年，宜丰建立

了第一个中共支部。从此，宜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

苏维埃政权；多少英雄儿女，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7月15日，宜丰全境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新中国成

立38年来，宜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勤劳的双手建设家乡，使古老的宜丰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同心同德，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

针，使工农业生产得到不断发展，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 把宜丰的山川人文，风土人情和人民的光辉斗争业绩记录下来，编成志书，这是全县人

民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新编‘宜丰县志'，不仅记载了宜丰的山川形势，自然资源，历史沿

革，而且记载了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宜丰人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辉煌成就l不但介绍了宜丰历史上的名人、学者，社会贤达，而且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树碑立传。这就将

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宜丰的过去和现在，激发其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革命热忱，使这本

志书成为领导干部施政的参考书，青少年学习的乡土教材。

我作为宜丰人民的儿子，深深热爱生我养我的故乡。在‘宜丰县志'即将出版的时候，我

谨致以热烈的祝贺，衷心感谢宜丰领导、故乡人民，为建设家乡，造福人民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感谢所有参与修志的同志们，对县志的编纂作出了巨大努力。

志书出版以后，我看还有个怎样使用的问题。我诚恳地希望·大家利用这本县志来研究

宜丰的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促进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建设。特别是希望家乡的青少年

们，从中汲取营养，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为建设家乡，振兴宜丰，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黎 同 新

1988年3月2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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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自古皆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宜丰，也象全国各地一样，政治清明，经

济活跃，文化科学事业日趋兴旺发达，‘宜丰县志’应此盛世而成，无疑是件大好事，可喜可
贺l

宜丰的人文历史渊基深厚，内涵丰富，宜丰的山山水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豪杰英才。一

千七百多年来，宜丰的人与事，不少载入了中国史册。

宜丰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里的

人民为反剥削、抗压迫，御外侮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宜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保卫苏维埃红色政权，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抛头颅，洒热血，作出了卓绝贡献。宜丰人民的革命斗争业绩，可歌可泣，功彪千古。

1949年7月，宜丰全境解放。在这块因战乱而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勇敢，勤劳的宜丰人

民开始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重建家园，并在党的领导下逐渐走上社会主义大道。经过三十

多年的努力，宜丰的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日渐改

善，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当今改革的时代，宜丰人民又以矫健的步伐迈进在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

解放初期我曾在宜丰工作过，现在虽然离开三十多年，但对宜丰这块红色的土地，对这

块土地上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时常希望有关部门能把宜丰的人文历史和优良的革命

斗争传统系统地载之于史册，传之于后世。两年前，欣闻‘宜丰县志'着手编纂，心中甚为高兴。

今志稿告成，读过之后，认为这部志书在载史叙事时，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内容上真实丰富，形式上合乎体例，具备了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是一部好志书。它

将为宜丰。两个文明”建设及全面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借鉴。值此‘宜丰县志'即将出版之

际，特向中共宜丰县委、县人民政府和所有参加方志编纂工作的同志表达我的敬意和祝贺。

陈 岌

1987年12月7日子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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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宜丰县虑'·3

宜丰修志，历史悠久。明代汪道在‘重修<新昌县志>序’中说。_盖自县宜丰时，已有‘图经'

之传。一从宋朝至民国，宜丰先后修志十三次，但大都散失，现仅存六部。这六部县志，为我

们保存了一批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由于当时受历史的局限，其中存在不少糟粕。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有两次修志活动。一次是1961年9月至1968年10月，编出了‘大

事纪要，和‘地理志>等五部专志草稿，后因受“文化大革命斧冲击而夭折。还有就是这一次。

这次编的是一部与旧志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新县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进行编

修的。结构合理，体例完备，史料翔实，论据可信，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突出。志书依次分概

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五部分，共43卷。内容丰富，纵贯千年，横及百科，分门别类，对

宜丰的过去和现在清晰地加以记述。一县之情，展卷可得，鉴往知今，为今后有志参加宜丰

社会主义建设的同志提供了一部十分宝贵的资料书。

这次修志的方法，也与旧时修志不同。旧时修志，多为主县政者邀集一些地方士绅文

人，因袭旧志，仓卒成书。这次编修社会主义新县志则大不然，县人民代表大会作决定，县委

和县政府主持，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工程，组织了近五百人的编修队伍，在财力、物力上

给予大力支持。编修人员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不负党和政府的重托，焚膏继

晷，团结共事，访迹寻源，谋篇酌句，反复锤炼，精心修改，集腋成裘，著成宏篇。这是共同劳

动的成果，集体智慧的结晶。值‘宜丰县志’即将出版之际，我谨代表中共宜丰县委、宜丰县人

民政府和全县人民，向为‘宜丰县志)的编修，出过谋，献过策，提供过资料，参加过编写、审查，

修改的所有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忱!

宜丰是个好地方。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土壤肥沃，资源丰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宜

丰人民为建设自己的家乡，不屈不挠，艰苦奋斗，作出过宝贵的贡献。现在，宜丰人民又肩负

起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宜丰的光荣使命，急需了解地方情况和借鉴历史。因

此，希望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对‘宜丰县志，认真地进行阅读和研究，以便从中汲取经验教

训，寻求事物发展规律，为振兴宜丰、建设家乡贡献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和力量，为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伍 白 免

． 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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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定，下迄1985年。

三、全书由概述、大事记、建置区划、乡镇概况、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人口、国民经济、种

植业、林业、养殖业、水利、小水电、工业、建筑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交通邮电、商业、粮油

管理、土特名产、财政、金融、人民生活、党派群团、政权政协、苏区、民政、劳动人事、公安司

法、军事、教育、科学技术，卫生医药、体育、文化艺术、谣谚传说、文物古迹、著作，风俗、宗教、

方言、人物、附录共43卷组成，计156章443节。概述、大事记，人物、乡镇概况、附录不设章

节。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章节。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概述总摄全局，有叙有议．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其余横排门类、纵述史实。

五、人物设人物传．烈士英名录。坚持。生不立传一的原则。立传人物以本县籍为主，亦

载外籍在本县工作的知名人物。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排列。除收录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

者外，亦收载个别反面人物。
’

六，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如明嘉靖三年

(1524)。但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革命斗争活动，一律用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为建国前(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

80年代，简称为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

七，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历史惯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用现行标准

地名。

八、建国后各项数据一般采用本县统计局提供的，统计局没有的则用各有关单位的数

字t统计局现有资料与部门统计资科发生矛盾时，酌情选用。建国前各项数据主要采自有

关档案及文献资料。

建国后历年工农业总产值及工业、农业产值，已按1980年不变价折算入志，其他均按当

年价。

九、数字书写，以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等单位公布的I关于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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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静为标准。

十，本志使用标准简化汉字和通用字。弓I用原文必要时注明出处。为保持原文风貌，古

代著作及旧志序言不翻译，但加标点。

十一，计量数据及计量单位均尊重当时历史习惯，不予换算。除已注明公制的外，其余

都是市制。

十二、本志主要取材于有关档案馆、图书馆所藏府志，县志、正史、报刊、专著、家谱等文

献资料以及有关部门提供的专门资料、知情人的I：l碑和回忆资料。为节约篇幅，不一一注明

出处。

十三，志中‘宜丰县行政区域图，系本县地名办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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