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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天连 李南生一

新修《南康县志》出版，是南康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是六

十八万多南康人民的一大喜事。

南康建县，已历一千七百多年。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南康人民，

在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劳动创造，发展了南康的经

济、文化，写下了南康悠久而光辉的历史篇章。

南康是革命老区，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南康

的优秀儿女们跟着伟大的电国共产党，前赴后继，为推翻“三座大山"，

争取解放，不懈地斗争，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解放后，南康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继

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励精图治，建设家乡，使南康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康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

期。全县各级党政组织和全体人民，认真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取得了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

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全县上下安定

团结，真正是政通人和，盛世舁平。

盛世修志，以鉴古观今，开拓未来，这是中华文化优良传统之一。

《南康县志》始修于明嘉靖年间，至民国先后共修七次。这次历经六个春

秋修纂的《南康县志》，承前启后，贯古穿今，系统地记载了南康县自然

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较详细地记载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全县思想文化、经济建设、资源开发、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成就，略古详

今，将全县发展变化的史实，粲然备于一书。它的出版，为我们总结过

去，思考未来，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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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南康，振兴南康的两个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为对人民群众、

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提供了一本

很好的乡土教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基础资

料。因此，这部堪称南康百科全书的地方性文献，的确是一部很好的资，

治之书，教化之书，存史之书。

一部新修《南康县志》，展示了南康所走过的历程，使我们能透视南

康的过去和今天，认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特别使我们看到解放后

四十年来的曲折和胜利，明白我们这一代南康人的使命和责任。虽然它

只是一县之志，但它同样能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愿全体南康人民牢记这历史验证了

的真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指引下，遵

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满

怀豪情，开拓前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在南康这块热土

上，无愧于家乡山水，无愧于祖辈先人，无愧于后代子孙。

略作数言，谨贺新修《南康县志》问世，并祝愿南康更加繁荣昌盛。

肖天连 中共南康县委书记

李南生～南康县人民政府代县长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四日



凡 例

一、新修《南康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辨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按照“三

新”(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首列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末排编后记、编纂机构、人

员及审定单位；中间正文采用卷章节目的结构形式，共分34卷，1 61

章，522节，多系横排门类，纵贯古今。根据1990年6月在庐山召开的

全省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政治部类突破横排竖写的体例，采用历史分

期的方法记述。

三、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体为主，图、表分别

附于各卷章之中。

四、本志年代断限，上限不作统一规定，根据需要和可能，尽量上

溯，下限一般断至1 985年底，个别地方为叙事的完整，略有下延。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文字通顺、朴实、简洁。除个别引

用古文需要用繁体字和方言记音用国际音标外，一律用现行通用的简

化汉字。

六、志内历史地名、政府、官佐等，均用当时当地惯称，古地名括注

今名’；夏历和清代及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章

节内的历史纪年在每一节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余不加注。

，七、1949年8月1 4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南康解放，故此以前

称?‘解放前”，以后称“解放后”。志中称谓首次出现时均用全称，后能简

称的简称，例：“中华民国"、“文化大革命”、“县人民政府”、“县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等首次出现写全称，7后简称“民国’’、“文革’’、“县政

府"、“县人大常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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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入传人物按近现代、古代的次序排列。一些贡献较大或有名望

的在世者，入人物简介或人物表．作为资料辑存。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还击战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牺牲

的南康籍烈士列入革命烈士英名录。入传人物中，同时辅之个别历史罪

人，作为反面教员。对旧志中所歪曲的人物．作了纠正。历代职官在政

权卷列出。 ．

九、历史上的计量单位，均依据当时的习惯记载，未换算成今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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