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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新中国 50 周年大

庆之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迈向新世纪之际，第一部全面记述

古今景德镇城市建设发展的专业志书择吉面世了。值此，我谨向

为编篡《景德镇市城乡建设志》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祝贺

和敬意!

审读《景德镇市城乡建设志))，我作为政府分管城乡建设的

负责人，感慨万千。在这部专业志付梓之际，就此谈点感受，以

之为序。

城市作为国家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社会

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景德镇是一座古老而辉煌的城市。在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景德镇由一个手工制瓷中心繁衍成一座世界著名

的历史文化名城，创造出独树一帜、光辉灿烂的陶瓷文化，被誉

为中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雄踞长江南岸。新中国成立以后，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全市人民奋发图强，

铸造了瓷都新的辉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城乡建设日新月异，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使景德镇初步建成一个

以陶瓷工业为主体，机械、电子工业为支柱，航空、建材、医药、

化工、食品等多种工业综合发展的新型城市，成为赣皖浙毗邻地

区的重要中心城市。作为景德镇市城市建设的工作者之一，我深

感欣慰和自豪。抚今追昔，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国富才能民强，



国盛方可兴城。

《景德镇市城乡建设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着"详今略古"、"以史为鉴"的原则，

用大量丰富的史料记述了景德镇建镇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城乡建设发展的历程与现状，使我们了解到创业者的伟绩和创

业道路的曲折与艰辛，并从中领悟出许多经验和教益。 该志内容

翔实，文笔流畅，深入浅出，融资料性、知识性、可读性、实用

性为一体，确实是一部进行市情教育的好教材。 读《景德镇市城

乡建设志))，对我们更好地了解过去，立足现状，把握未来，有很

大的帮助 。 建议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城乡建设工作者都要

认真读一读这部专志，以便从中得到启迪。

当前，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肩

负着跨世纪建设的重任，摆在我们面前的城市建设历史欠帐还很

多，尚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在前进的道路上新的矛盾还会不

断出现。 然而我们坚信，在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坚持和发扬"解放思想，团结拼搏，

求真务实，奋力争先"的景德镇精神，奉献一颗热爱景德镇、建

设新瓷都的赤子之心，就一定能够把景德镇建设得更美好，描绘

出景德镇城乡建设更加璀碟的历史新篇章 。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纠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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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的历尽沧桑给后人留下研究

和观赏的古迹，有的以优美的自然风光被辟为旅游或疗养胜地。

中国瓷都一一景德镇，一座延续了 1700 多年陶瓷生产的城市，以

其丰富璀碟的陶瓷文化而独具特色，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文化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中外著名的陶瓷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建

设和发展瓷都，是历史赋予我们城市建设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对

此，我们有一种深沉的历史责任感。

因此，在现代城市建设中，我们既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又

要借鉴历史经验。 "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尊

重历史，才能更好地创造未来。但毕竟历史留下的痕迹已越来越

少了 。 《景德镇市城乡建设志》以丰富、翔实的资料，记载了古往

今来景德镇城市建设兴衰发展的足迹，特别是解放以来城市规划、

建设和管理事业全面发展的辉煌业绩，既反映现实又追溯渊源，

确实是一部具有存史、资治、教化功能的专业志书 。

《景德镇市城乡建设志》是全体修志人员用笔墨辛勤耕耘的

劳动成果。 在志稿编篡过程中，要广泛收集资料，调查考证，分

撰总篡，批阅增删，反复审校，数易其稿，经过几年的努力，终

于编篡成书，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城市建设史实资料，实为可喜可

贺



我于 1994 年 11 月开始主持市城建局工作。此前，在前任局

领导班子主持下， ((景德镇市城乡建设志》的编篡已做了大量的基

础工作，完成了 18 万字的初稿。将《景德镇市城乡建设志》付梓

出版，是本届局领导班子义不容辞的责任。现经上下共同努力，

实现了两届局领导班子以及志书编篡人员的共同凤愿，乃是一件

令人欣慰的事。

《景德镇市城乡建设志》是我们城市建设工作者献给景德镇

人民的一份永恒的礼物。值此志书付梓之际，援笔记感，情系城

建，书此数行，权以为序，并借此向为志书编篡付出辛勤劳动的工

作人员，致以敬意和问候。

景德镇市建设局局长作1:.-tJ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凡例

一、指导思想: ((景德镇市城乡建设志》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方法，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编篡原则:按照朴实、严谨、科学的要求，实事求是，

通古贯今，叙史要而明，述今备而详。突出专业特点，体现地方

特色，展现时代特征，真实地记述景德镇市城乡建设的历史与现

状，鉴古知今，为城乡建设事业发挥存史、资治、教化作用。

三、编篡体例:本志采用述、志、记、图、表、录诸体，

以志为主;概述夹叙夹议:大事记为编年体，时间跨度较大的事

件，为保持内容的完整性，或采用"补后"的方法，记于事件开

始之日:或采用"溯前"的方法，记于事件结束之时。其余采用

记事本末体，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四、内容编排:首列彩照(图)并概述，中设志文，为志

书主体，末为大事记并附录，图、表随文。记述内容以景德镇市

建设局现行业务管理范围为主，辅记与城乡建设密切有关的内

容。章后冠以无名小序，阐明要旨。

五、地域范围:本志所记地域范围为 1990 年景德镇市所辖

行政区域，即市区(包括珠山区、昌江区)、浮梁县、乐平县。

其中，城市建成区是指市区 30 平方公里范围，城市规划建成区



是指市区 42.5平方公里范围。

六、时间断限:志书正文上限不等高，因事而异，酌情上

溯:下限止于 1990 年。鉴于志书编篡始末长达 8 年，正文之后

采取附录的方法，以要事辑、专记、文存、表等形式，延记 1991~

1998 年的重要史料。

七、纪年方法:清末以前采用帝王纪年，用汉字书写，括

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亦括注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年、月、日的书写，公

元纪年仅在首次出现时加"公元"二字。公历均用阿拉伯数字，

农历用汉字。文中"解放前"、"解放后"系指景德镇解放前、后:

"现"、"现在"系指本志i乞止时间"近几年"、"近年来"系指

1986~1990 年。

八、资料引用:志书所引用的档案、史籍、文献、报刊以及

访谈记录等，一般不注明出处。对有争议难以定论的，诸说并存，

以待查考气统计数字以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统计所缺的，则

依据主管部门提供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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