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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启宇(1984年11月后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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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县志》序

廷发少小离家，戎马倥偬五十余载。每念及生我养我之热土，无不怦然心动，，1

魂绕情牵。今喜读《沙县志》，家乡事、故园情，历历如在眼前，令人不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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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邑古为闽中重镇，有沃野千顷，木竹满山；纸笋菇茶，’’岁出无穷；花柰晒

烟，名闻遐迩，素有“金沙县"之美称。然则因社会制度黑暗，解放前珠宝弃地，

经济不振，民困日滋，生灵涂炭。民国20年，卢兴邦匪部血洗夏茂长阜，其时余

尚年幼，然村毁人亡之惨状，至今想起犹悲愤难捺：越二年，。余参加红军，投身

革命，东奔西走，南征北战，从兹阔别家园。解放后行踪稍定，但军务冗忙，竟

无暇作老大之游。通至1990年岁末，方得一偿归乡夙愿。兹游虽身历其境，然一

则山河变迁，目不暇接；一则行旅匆匆，+时日不给，终有管中窥豹之憾。《沙县

志》纵贯古今，。横联百业，又兼掌故习俗、风情乡音，均予兼收并蓄，故园风貌，‘

呼之可出。展案披阅，欣悉父老乡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奋图强，艰苦创，

业，、一改贫穷落后之旧貌；展现繁荣昌盛之新颜，其喜若何!稽古明今，鉴往知

来。值此全球风云变幻之际，《沙县志》之付梓，尤有其“资治一、“教化一之功用。

《左传》有语：“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

不朽。"余观乎《沙县志》，’记中国共产党之德，载四个现代化建设之功，立社会

主义之言，‘其善莫大焉。中共沙县县委、沙县人民政府历经多年、长抓不懈；躬

行修志之学者及各界人士几易寒暑、焚膏继晷，孜孜于此项得益当代、_造福子孙

之文化工程，其志可嘉，其行可钦，其成就可喜可贺!。t t+

’|

。- 沙县县志办同志嘱我作文，以为《沙县志》之序，谨以前述之言应命，并祝

家乡父老兄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改革开放，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继往开来，再展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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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沙县志》历时六载，数易其稿，终于正式出版了。这是全县各部门通力

协作、全体编纂人员辛勤笔耕的结果，是沙县两个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之一，实

属可喜可贺!．，， ．． ．．， 、．．

，．
。。．

．新《沙县志》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有所创新，

有所发展。它是沙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是得益当代、造福子孙的宝贵精神

财富。： ‘；． j． 。． ．，

新《沙县志》详细记载了沙县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文化

的全貌，‘集千余年县情于一卷，为各级领导认识沙县、了解沙县提供了翔实可靠

的材料，是研究和制定沙县发展战略的参考资料和重要依据。，

．， 新《沙县志》真实地反映了沙县从封建社会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最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集中反映了沙县人民自1928年

以来开展革命斗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令人信服地证实了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真理。新《沙县志》

是对全县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

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 ，．

j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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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沙县志》在充分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实事求是

地记叙了我们在前进过程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i它提

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认识方法。违背了这一

真理，就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它也用大量的史实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成就证实了另一条真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能

战胜错误，克服困难，建设更加繁荣、昌盛的新沙县。
。

、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

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的失误。一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加强教育，我想特别提

出国情教育的问题，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经

济文化发展状况的教育，经济资源和人口问题的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教育，

等等。"县情是国情的一个局部，县情教育是国情教育的组成部分，而县志正是县

情的集中反映。因此，我们希望各级领导和一切关心沙县、热爱沙县的同志很好

地利用新《沙县志》，使之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回首过去，我们已经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放眼未来，更加远大的目标在

召唤着我们。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立国之本，走强国之路，用辛

勤的劳动创造新的、更加美好的历史!，，。‘．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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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沙县志》的出版是全县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喜事，我们向参加修志

和关心、支持这项事业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谢意!

沙县自晋末建县至今，已有1570余年的历史。宋朝，沙县出现过闽学四贤之

一的罗从彦和名闻朝野的陈瑾、邓肃等名臣学者；明朝中叶，“铲平王"邓茂七领

导了一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

二度挥师沙县；7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沙县革命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沙县

成为中共闽西北地委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的主要根据地。沙县的木材、晒烟、茶

叶、花柰、笋干、香菇等特产在历史上久负盛名。1949年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古老的山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8年，全县社会总产值

比1950年增长20余倍，教科文卫事业蓬勃发展。1987年以来连续三年的旧城改

造和新区扩建工程，改善了沙县经济建设的基础设施与人民的生活环境，为沙县

的更臻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沙县历史上曾有过7次修志，虽因年代久远，仅存4部，但终究为我们留下

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保存和积

累地方史料，以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我县于1985年开

始编纂明嘉靖以来第八部、1949年后第一部《沙县志》。各部门通力协作，全体专、

兼职编纂人员共同努力，历时6载，几易其稿，终于襄成盛举。

新《沙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古为今用、详

今略古、存真求实、努力创新的原则，用翔实、丰富的资料反映了沙县各方面的

基本面貌，重点记载了沙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所

走过的历史进程。全书设34篇，首置概述、大事记，共Ii0万余字，包罗自然环

境、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社会风貌、人物诸方面的内容，堪称沙县之“百

科全书一。它的出版问世，有利于各界人士加深对沙县县情的认识；有利于各级领

导参考和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进行决策；有利于积累和保存地方文

献，为各方面的科学研究提供便于查找的系统资料；有利于帮助各行各业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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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学习专业知识，提高文化水平。新<沙县志》还是向全县人民进行思想教育

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好的乡土教材。我们相信，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新

《沙县志》一定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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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凡例

尼 例

·．j_，为继承我国历代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需要，特编纂本志。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三、本志记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活动时，凡涉及重大历史问

题均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四、本志主要收录沙县行政管辖范围内与各项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事物，县境内的中

央、省、市属企事业单位仅略作介绍，县境外事物一般不收。

五、本志年代断限上溯不限，下限除大事记延至1989年外，均断至1988年。

六、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辅以记(大事记)、述(概述)、传(传记)、、图、表、录。

七、本志采用小篇结构。首设概述、大事记，次按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

会为序设篇，末篇为附录。除附录外，篇下一般设章、节、目、子目。

八、本志采用“横排纵述，事以类从”的记叙方法，以事业设篇，不受行政部门局限，如

林业部门的林木采伐和林产化工，商业、粮食部门的商办工业均归工业篇。篇、章、节、目

一般为同一层次的概念，但个别集中体现地方特色或于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事物亦作适当

升格。

九、本书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文风力求通畅、严谨、朴实、简洁。

十、本志凡涉及历代纪年、地名、政府、官职等，均依当时习惯称呼。历史纪年加注公

元纪年，月、日用阿拉伯字表示的为公历，用汉字表示的为农历。古地名加注今地名。

十一、本志中解放前、后以1949年6月16日沙县解放为界限。 ．

十二，本志中计量单位除个别无法换算或不宜换算以外，均用法定计量单位。

十三、本志立传人物以沙县籍为主，兼及少数在沙县活动过、对沙县社会发展有重大影

响的非沙县籍人。根据。生不立传”、“以事系人”的原则，在世人物概不立传，突出事迹在

有关篇章中予以记载。’

十四、本志采用资料一般取自历史档案，适当选用部分经核实的口碑资料，个别实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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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又缺乏佐证的资料在行文中均加以说明。

十五、本志采用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未有统计数据的，采用有关单位的报表、总结中

的数据。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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