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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一
林耀 兴

一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我们的前人，做了如此精辟的论断，说明县志具有与史书同等的

价值作用。

彭泽县志，明清以来，历有修纂。而清光绪二年(1876)到现

在，失修达一百余年。这期间，历史巨澜迭起，世事沧桑屡变，彭泽

人民与祖国同其命运。过去漫长岁月中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可歌可

泣的斗争事迹，新中国成立后光辉灿烂的建设成就，均应择要钩玄，

抢救资料，爬梳整理，汇合成编，传之子孙，以垂久远。倘坐视许多

宝贵遗产损毁散佚，听任许多动人事迹湮没不彰，就会出现历史的断

层，那我们这一代，上负先人，下愧后代，失职之过，是无法向历史

交代的。
：。一

我是1984年来彭泽工作的。那时新县志的编纂，已着手进行。我

以菲才，兼主其事，常与诸同志厘订篇章，审定方案，虽尽微劳，愧

无成效。幸继任贤明，终成大业，中断百余年的历史接续起来了!修

，．志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了!千秋盛事，无负明时。今天我手捧这120

余万字的巨著，亲切之感，油然而生，反复摩挲，心潮奔涌，一种激

动、兴奋、喜悦之情，匪言可喻。 ，

这部新志，既继承传统，更敢于创新，通编用新观点来记述彭泽

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用新材料来证实百余年来彭泽人民血战山河、

改天换地的丰功伟绩；用新体例来安排卷章节目。衡评重轻，分清主

饮；事功未成，不掩其过；人物虽小，不隐其功；据事直书，毫无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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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因而能在纷纭复杂的史料中，较为真实地、完整地揭示出

的特色和新的风貌。 ．

观今鉴古，史实昭然，察往知来，理有可信。彭泽历代

败、得与失、功与过、是与非，对后人来说，都是一面镜子，

眉，纤毫不爽!

彭泽为江南古县，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她淳正的民风曾

熏陶；灵秀的山水曾给我以享受；先哲的言行曾给我以启迪；

精神曾给我以激励。新志的记述与我亲身感受，悉合符节。

后，清新之气，扑上眉宇；昂扬奋发之情，充溢于肺腑之间

信，在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一个更为光辉灿

康乐的彭泽，必将出现在万里长江中下游的南岸!后之修志者

凌云健笔，挥写出更加绚丽的篇章!

值此新县志出版之际，我代表中共彭泽县委向省市领导、

者、编纂人员以及所有支持、参与修志工作的各界人士致以衷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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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江 民 才

编史修志，是我国文化优良传统之一。远自成周以来，方国有

志，亘历汉魏唐宋，体例愈臻完备，明清两代，修志之凤，尤为昌

盛。

’彭泽自清末至今，县志失修，究其原因，则为近百年间，内忧外

患，交相侵逼，扰扰纷纷，民不聊生，国无宁日。根本顾及不了县志

之修纂。新中国成立之初，疮痍未复，民力犹艰，一时也难以着手。

只有今天，改革开放，百花吐艳，万众归心，才具备修志的条件。“盛

世修志”之说，稽之历史，是信而有证，确而有据的。

我于1987年5月来彭，是年12月，·经集体研究由我负责县志的

编纂工作。自揣才疏学浅，陨越时虞。好在前任手创规模，均甚完

备；编纂人员，又能勤谨从事，我不过审其大端，检查进度，督责其

成而已。今天，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辨证唯物

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而新编的《彭泽县志》终于出版

了，这是彭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喜事!煌煌千载业，耿耿一代

心，我躬与其事，分享工彭泽人民的欢乐，幸福之感，难以言状。、

纵览全志，怡然干心，深觉这部巨著，真正把握住了历史的脉

搏。彭泽虽一县之地，然与祖国同其命运，悠悠数千载，漫漫长夜

中，灾难深重，民困倒悬。1949年4月，彭泽人民获得解放，在中国

共产党正确领导下，荡涤了污泥浊水，重整了破碎河山。黑暗永逝，

日月重光。1966至1976年，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猖獗，彭泽人民

同全国人民一样蒙受了巨痛。迨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才拨乱

反正，百废俱兴。彭泽从此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新旧社会的交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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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革命事业的胜利，改革开放的实施，从历史的高度来看，都是有

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都是盛衰兴废的关键。对此，新志作了客观

而实事求是的叙述，弃封建之糟粕，扬迷信之泥沙，观点从新，记述

从实，是非功过，开卷朗然，充分发挥了志书“存史、资治、教化”的

作用。

彭泽钟灵毓秀，代有英才，沐陶狄之遗风，开后贤之伟业。我相

信，这部新编县志的出版，犹如一面明镜，使彭泽人看清自己走过的

足迹，从而吸取力量，在前进的道路上奋勇奔驰!

新志的编纂和出版，始终得到省市有关领导、专家学者、社会名

流、知情前辈、热心人士的诚恳指教和大力支持，我代表编纂委员会

全体同仁，掬诚致谢!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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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汉 庆

．新编《彭泽县志》粲然成书，将我县史实、先贤业绩、山川形

胜、政治、物产，一一垂诸史册。为认识县情、施政决策，提供依

据，既有利当代，亦惠及子孙。诸君编纂，呕心沥血，几度春秋，功

不可没。

彭泽是我可爱的家乡。四十年来，我一直和家乡的父老兄弟，同

经风雨，共享欢乐。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村一寨，都牵动

我的情怀。今年我受命主持县政，值此新志出版之际，县志办公室嘱

我作序。汉虽未擘划于前，犹幸踵武于后，敢竭鄙诚，恭疏短引。

彭泽，地处长江下游，赣北边陲。山川灵秀，风物宜人。土地肥

沃，气候温和，物产丰饶，交通便利。东西群山绵亘，挺拔雄奇，龙

城古镇，带水环山。滔滔长江，奔来眼底，百舸争流，波光万顷。奇

姿清韵，如诗如画。 ·一

彭泽，汉初建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昔为陶渊明、狄人杰二

贤故治，千古流芳。其后，仁人志士，硕德名儒，先后相绳。晚清，

太平天国军，踞彭郎、镇海门，邑人赢粮而影从，军威大振，在此转

战多年。中日甲午海战，高善继指挥“高升”号官兵，奋击日舰，壮烈

牺牲。三十年代初，彭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揭竿而起，打土

豪、分田地，在浩山成立七县中心县委，开展革命斗争，艰苦卓绝，

如火如荼。光荣传统，与日月同辉。

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在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在国民党

黑暗统治下，我们美丽的家乡，发展缓慢，步履蹒跚。几曾田园荒

芜，十室九空，生灵涂炭，满目疮痍。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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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全国得解放，彭泽也云开雾散，换了新天，经过“三大

改造”，彭泽的山欢水笑，万物昭苏，迈进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彭

泽人民，站在家门口，望到天安门，忘我劳动，科学种田，为祖国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县工农业

生产大发展，各项工作开创新局面。金花(油菜)、银花(棉花)灿烂

夺目，单产、总产、人均贡献，居全省之冠。皮棉年产三十万担之

多，受到国务院嘉奖，．列为全国优质商品棉基地。油菜籽年产近四千

万斤，国务院颁给。油脂生产先进县”奖状，荣获全省一等。金花奖”。

粮食连年丰收，单产跨。双纲”。工业生产持续发展，列为全省工业产

值重点县。奶子锤、双峰牌。425”水泥，远销海内外。旅游胜地龙宫

洞，列为庐山风景区景点，中外游人，络绎不绝。随着经济建设的发

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今年人均收入达到六百五十元，全县城乡，

皆成闹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商店厂房，星罗棋布，车影如梭，

春风花月，谁人不说家乡好，谁人不赞彭泽的巨变。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卷新志在手，心潮澎湃，思绪万

千。我深荷党恩，受民重托，自应继往开来，鞠躬尽瘁。在党的领导

下，和全县三十万勤劳勇敢的人民一道，同呼吸，共命运，戮力同

心，写好田园诗，画好山水画，唱好渔牧歌。立足县情，发展工业。

文教卫生，常抓不懈。办一流学校，创“六好医院”，争做第一等工

作，跃马扬鞭，迈进小康。

彭泽的宏伟前景，如东山红日，冉冉升起。

极目远天情无限，棉乡沃野尽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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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泽自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建县至1985年，历时2186年。

县志修纂工作，有资料可稽考者，从明成化二十一年至清光绪二年

(1485----1876)的391年中，．共修志八次，其中明代三次，清代五

次。而清代最后一次的光绪二年至1985年，间隔了109年没有修志。

1978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政通人和，全国各地先

后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可喜局面。当时中共彭泽县委决定由县委常委兼

办公室主任张凤翥主持，聘请退休教!J币汪鹏图以旧志为底本，摘录资

料，完成《彭泽县志简编》。虽非新修，实属一个良好开端。

1980年，’中共彭泽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1980)16号文件

中提出的譬编史修志”的要求，在县委办公室下设一个“县志编写小

组”，并以彭党字(80)4号文件发出《关于搞好县志编写工作的通

知》。

1982年，成立“彭泽县编史修志委员会”，统一领导，分工合作，

要求党史县志齐头并进，双管齐下。实则由于人力不济，在保编史的

前提下，修志工作进展迟缓。

为了加强修志工作，1984年下半年将县志、党史机构分设，各司

其事，以专责成。同年，成立“彭泽县志编纂委员会”，由政府领导。

1987年12月，重新调整了编纂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县志办公室主

持日常行政事务，另设正、副主编，负责编纂工作。经过这次调整，

健全了机构，加强了领导，修志工作进展加快。

在编写过程中，编写人员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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