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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凑冷
近数年，各地新修方志接踵问世。不久前，我曾为《安福县志》出版撰

文祝贺；今又逢《吉安市志》完稿，受嘱作序。修志是“盛世之盛举”。我

有幸连遇两次这样的“盛举"，深为感奋!，

通常说，方志有“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o《吉安市志》在这三

个方面均有较完善的体现。

《吉安市志》是吉安市的第一部方志，它的“存史"作用不同一般。今

吉安市市区，原为郡、州、府附廓县的县城，它的文明历史虽有历代州、

府、县志相沿，但所载史料涉及的空间范围大大超出今市辖区域o《吉安市

志》依据“既求本溯源，又不越境而书"的原则，对旧志史料不是简单地照

录、存留，而是对它进行整理、分析、选择、吸收，使大量的珍贵史料得以

保存，而志体又符合规范要求。新志既是建市以后历史的全貌反映，又是境

内悠久历史的自然延续，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新志的史料价值o

《吉安市志》是吉安市目前最为全面、系统、准确的一部市情总汇，它

的“资治’’作用非常明显。从广度看，它溯源清流，分门别类，概括而详尽

地记述了境内的历史和现状；从深度看，它求真务实，秉笔直书，客观地反

映了我市生产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各方面工作的

得失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因而，这部《吉安市志》对我们明今知古，

体察市情，提高执政水平，寻求治市最佳决策，避免重复历史错误，大有裨

益。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99 o《吉安市志》就是

我们治市的“宝鉴"o

《吉安市志》的地方特色很突出，既是一部难得的乡土教材，又是一个

很有说服力的对外宣传媒体。它突出了吉安市的三大特点：一是江西历史文

化名城的特点，它以巨笔作斧，开发出古庐陵、吉州的灿烂文化蕴藏，为我

们提供了丰富的民族文化思想养料；二是井冈山下革命古城的特点，它以浓



墨重彩，描绘出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精神，为我们积聚了宝贵的革命

传统的精神财富；三是大京九线上工业新城的特点，它从各个角度，阐明了

吉安市充满机遇的现实，特别是展示了河东经济开发区的初步成效和发展前

景，为我们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增加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对外宣传媒体。有

了这个媒体，海内外的朋友可以更方便地认识吉安市，了解吉安市，从而积

极参与开发，或来旅游观光。通过这个媒体，旅居外地和海外的吉安市乡亲

们，可以更好地沟通感情，加强联系，为建设乡梓，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修志的目的在于应用。感谢辛勤笔耕的编纂人员编就了这部宏篇巨著，

我们要把它用好、用活，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促进我市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

感奋之作，拾来只言片语，不成文体，聊以为序。

1997年1月

作者系中共吉安地委委员、吉安市委书记



序 二

妇灰害
吉安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历代文化昌盛，名士荟萃，素有修志传

统。自宋代至民国时期，这里编纂的志书，仅有据可查者达38部，而且志

类甚多：有郡志、州志、府志、县志和乡志，也有山志、祠志和书院志。这

是先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和利用，重视地方志事

业。然而，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随后，政治运动频繁，修志工作只好暂且

搁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九州安定，四海升平，经济日益繁荣，正值

修志盛世。市委、市政府抓住这一大好时机，顺应党心民意，于1984年成

立修志机构，调集专门人员，着手修志工作。1985年出版了《吉安市地名

志》，1988年编出了《吉安市概况》。从1990年起进一步加强了修志工作的

领导，并且调整机构，充实人员，增拨专款，为《吉安市志》的编纂殚精竭

虑、广搜博采。那时，我作为市政府负责人之一，分管过地方志工作；后服

从组织分配，离开了吉安市；去年3月，又匪材受命，回市主持政务。恰逢

《吉安市志》六经寒暑，四改纲目，四易其稿，终成宏卷，即将付梓，倍感

欣慰o《吉安市志》的问世，是吉安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是传

诸子孙后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可喜可贺!我谨向含辛茹苦的全体修志人员，

向鼎力协助、支持修志事业的社会各界，向倾心关怀、指导我市修志工作的

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今吉安市境域，解放前，城区为吉安县县城；郊区大部属吉安县，小部

属吉水县。《吉安市志》所涉史料，上溯数千年，方圆数百里，既与两县新

编县志衔接，又非人云亦云。对于各类古籍记述不一的史料，深入考究，细

心鉴别，辨明正误，择其正者而从之，其有误者而改之。此乃《吉安市志>

特点之一。

《吉安市志>既参照旧志书的编纂规则，又在思想观点、篇目体例、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述内容、语言文字等方面，有所创新。志书所记事物下限时间为1992年，

照片、《大事记》和个别篇章，还作了适当延伸。邓小平巡视南方重要谈话

精神，吉安市改革开放新举措、新成就跃然纸上，使市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色。此乃《吉安市志》特点之二。

《吉安市志》除按常规记述自然环境、建置沿革、政治军事、文教卫生、

经济状况、风土民情、著名人物等内容外，特别以浓墨重彩记述了吉安城在

江西文化史上的领先地位，记述了今市境域在历次革命战争时期的地位和作

用，以及吉安人民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的卓越贡献；记述了这里自东晋以来，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对赣中各县的辐射作用；记述了吉安

城区的形成、变迁，以及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政建设的巨大成

就。使市志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此乃《吉安市志》特点之三o

《吉安市志》志前冠以《概述》，篇首置无题简述，经济诸篇之前设《经

济总貌》，党、政、群团各篇之后设《施政概要》，以加强宏观记述，增强志

书的整体性，使读者纵然未阅全志，而全市情况大体了然。《施政概要》专

篇的设立，突破了在《中共地方组织》篇内设《重大决策》，《人民政府》篇

内设《主要政绩》的通常作法，从而如实地记录了建国40多年来，吉安市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轨迹。明规律于发展过程，寓褒贬于事实之中。

此乃《吉安市志》特点之四。

历史长河永无止境，人民事业任重道远。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新成

就、新经验将层出不穷；英雄人物和光辉业绩会不断涌现。我们一定要一如

既往地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锲而不舍的精神，把人民的历史篇章继续写下

去，把我市的美好明天如实记下来。这才上不辜负先辈，下无愧于后代。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力-9愿违，难以尽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1997年1月20日

作者系中共吉安市委副书记、吉安市市长、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古的原则，所记史实，上限不定，因事而异；下限除照片、 <大事记>、 《建置>篇的

<开发区>及表17—1、18—2、18—6作延伸外，均为1992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传、录七种体裁，以志为主。编纂时，采用

“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方法，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的基本情况，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色。

四、吉安解放前的中共地方组织，在<政党>篇中记述；解放后执政的中共吉安市

委，独立设篇，以突出其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

五、本志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遵循“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分别在<大事记>和有关篇章中记述。

六、本志<人物篇>采用传、录、表三种体裁记述，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传以

卒年为序；副县职以上领导人以任职先后为序。入志对象除本籍人外，还包括客籍人在

本市长期工作或定居的。

七、为了记述方便，本志按约定俗成，大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写成“建

国”，将“文化大革命”简写成“文革”；文字较多的专用名词，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

其后均用简称。

八、对于1987年5月扩大市辖郊区范围以前发生在吉安、吉水两县的一些历史事

件，本志仅记今市辖区内的那一部分。

九、旧地名的记述，专指某地，沿用旧名，括注今名；泛指地域，用“今市辖区域

内”或“境内”。

十、时间、数的表述，除遵照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赣志字(1992)12号通知：

“1912年以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必要时括注旧纪年”外，一律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等七个单位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一、计量单位，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用汉文表述；历史上的

度量衡单位，一般沿用旧制，不作换算。

十二、本志所用统计数据，以市统计局提供的资料为准；业务性数据，采用各业务

主管部门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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