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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

翻开此书．便走进了金溪。走进了

金灌的历史：百里山川、千年兴废．皆

在卷中：人物沉浮、世事沧桑．-f|l-入心

头，，她清晰地记载着一-T--年文明、半世

纪巨变、二十载辉煌，

自北宋建县以来．先民们在这块土

地上创建家园。繁衍不息，历-'V-艰辛，

创造了古邑千年文明．养育了故里无数

俊杰。时至今日，仰望．IN史长空，依然

可见群星闪烁：陆象山创立心学，荣尊百tO_

大儒：危素主编宋、辽、金5P_。贡献辉映千

秋；吴伯宗、龚廷贤分领开科状元和医林：IX

元．显耀宇内；蔡国用、何宗彦位极人臣。

报效国家；蔡上翔考尽年谱。据辨荆公；吴

宏作画，名动江东；亮工为文，誉满神州；

3Z_有邓、傅义社．保境守土；良桥平倭，疆

场立功；建屏征战．为国为民⋯⋯皆故里之

俊杰．海内之名士。

物换星移，历史走过旧时代；云动天开．

古邑迎来新乾坤。峥嵘岁月。更在当代i NI．

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祖国进入了社会

主义新纪元。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紧随时代．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一步步摆

脱贫穷，走向繁荣。尤其改革开放二+多年

中。金溪人民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远非

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时期所能比拟．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改变。

以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规

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先导．掀开了农业革

命的新篇章。实行良种良法．推广机械耕作；

纺车水车成为旧曰景观． “皇粮国税”退出

历史舞台：农业产业化蓬勃兴起，新农村建

设方兴未艾：，遥指千村丰乐处，不尽稻桑茶

果香。

以20世纪80年代前期发端的新城区建

设为标志。开启了城市化进程的新时代。如

今，走进十里长街．高楼林立、店铺云集；

步入古邑新城。万家灯火、车水马龙。多少

人告别农耕生活．尽享现代繁荣。

以工业园区为平台．迎来了经济结构根

本转换的新阶段。2004年国民收入中=产比

重首次超过农业。今天．香料化工、食品加

工、机电冶金和轻工纺织四大产业支柱基本

形成。一个传统的农业县正向新型的工业县

P共金凄县委书记吴信根

阔步迈进

以教育发展为重点，开创了社会事业全

面进步的新局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每年

向大学输送上千名莘莘学子，金溪人士遍布

全国，走向世界：群众性文体娱乐健身活动

及于街市．空前活跃：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实行医保、社保、

低保．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全县人文发

展进入一个鼎盛的新时期。
以交通通讯建设为手gg．。打开了通向外

界的新天地。至2005年。县乡公路全部硬

化．乡村公路硬化近一半。摩托、客车通向

四面八方，手机、电话进入寻常人家。多媒

体传输现代信息．因特网连通网络"N-界。人

们从长期封闭中走出来。走向地球村、走向

新时代、走向现代化。

前人多少梦。变成现实：往事越千年。

换了人间。金溪改革开放二十余载．弹指一
挥间，社会变化之深刻、经济发展之快速．

在历史上书写了最浓墨重彩的～笔、留下了

最醒目耀眼的烙印。展望未来。金溪必定会

以更加波澜壮阔、繁荣兴旺的景象．展现在

历史的长空。

总结历史。可资激励后人：熟悉过去．

更利开创未来。在此，谨向付出辛勤汗水的

修志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I

一册在案，读后感慨良多。记以为序。

亮静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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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丙成年六月，我受命署政金溪，困非生

于斯，长-T斯，对金溪知之甚少。古人云：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具志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辅治之书。所

以．收到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送来的重修

《金溪县志》送审稿．极为高兴，倍感亲切．

仅粗略浏览一遍．就已受益匪浅。
此志洋洋三百万言。照片上千幅。纵陈

历史，横述百科．内容丰富。观点明确，文

字简洁，尤其可喜的是特色突出。金溪是传

统农业县．农林业所用篇幅占全志百分之

七．可谓浓墨重彩。20世纪50～70年代，

政治运动不断．不可不记．此志集中载于

《党政耍务纪略》篇．直言不讳其失误；经

济总情、市场、木刻印书、精神文明建设、

史考等均特设专篇．详加叙述．可谓有胆有

识。名村、陆九渊研究、诗文选、人物传等

篇章的精心剪裁．浸透了文化气息，可谓匠

心独运。此志三级概述，以事系人。-N必有

据。彩色照片分版块安排．图表、黑白照片

则分载有关章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一部全面、客观的志书．是一地区一定

时期社会的缩影。章学诚说： “史体纵看，

志体横看。”横看如何．自有方志专家去详

说。多年从政的我却喜欢纵看。金溪从北宋

淳化五年置县。至今一千多年．跨越几个历

史朝代．正如从全息摄影的一块碎片上可以

看见整个画面一样．我也从这本志书上看到

古代中国。近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一个侧

影。志书中记述的金溪。从自然到社会的发

展变化．展示的金溪独有的人文历史．采用

的多体裁表述方式．实现的形式与内容的统

序 一
■I-■■

一。读后令我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金溪能发生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能

取得令人注目的戚就，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

导．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指导，没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保证．是根本做不到

的。，志者纪也。此志并没有抽象说教．只是

如实地记述了金溪发展的本末，令人读后可

以自然而然地得出上述结论。此志的看点正

在于此。

注重资料的实用性．是此志的又一看

点。知自然可趋利避害，晓人文能扬长避

短。为农者欲发家致富．必懂得科学种田；

为工者欲提高工效，必掌握高新技术；教书

育人者欲出合格人才．必创新教学方法：一

方当政者欲办成几件为民有益之事。必知天

时、尽地利、顺民意⋯⋯各行各业的读者能

请教=f-此志．定有所获，且是～蹊径。

敬缀数言．以志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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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宗旨

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金溪县的历史和现

状。

二、按“存史、资治、教化"的要求，力求资料的完整、科学。

时限

三、上限因事而异，尽量追溯到事物的发端。

四、下限一般迄于2004年底和事物所止之时，部分迄于2005年。

地域

五、根据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县境区域的不同，记载金溪县境范围内发生的事实。

并按当时的名称呼之。

文体

六、采用现代语体文，部分内容文白相间。

七、横排门类，事以类从；以时为序，纵叙发展，纵横结合。

八、志首冠概述、大事记，每篇设篇前小序、章前小序，以彰事物发展的轨迹。

九、记、述、志、表、录、传、考、图、照兼用，分卷篇章节目5级展开。部分

内容采用条目体。

十、按事物性质分概述、大事记、自然地理卷、基础设施卷、经济卷、政治卷、

人文卷、副编等8大类。分2册装订成书。

纪年

十一、历史时代按传统习惯纪年。中华民国以前，以朝代纪年，用汉字书写，括

注公元。民国以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以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
口
—叫6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人物

十六、

同一朝代年号，章内只括注一次公元，其他省略。括注时，只记数字。

世纪、年代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凡不注明世纪的年代，均指20世纪。

纪年时，若记月、日，农历用汉字书写，公历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时间段之间用波浪号连接。

志一县之先贤，传记按卒年排序，表内人物按汉语拼音排序。



十七、选录者官重政绩，文重著述，百工重创造发明，平民重社会贡献。兼记其

在外地的业绩。

十八、资料来自历史文献、谱牒、志书和采访。

十九、生不立传。以本籍人士为主，兼及客籍人士。其他各篇涉及之人，以事系

之，不限生否。

二十、各类表内人物由征集而来，未与组织核实，且资料有限，难免错漏。

数据

二十一、历史数据来自文献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统计部门资料为

准。统计部门缺的，采用本室人员调查和各单位提供的数据。

二十二、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均按当年价计算。凡称以上、

以下的，均包括本数在内。

二十三、计量单位一般以习惯名称，必要时换算成法定计量单位。

二十四、数字的表达，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凡可使用阿拉伯数字而又得体之处，均使用阿拉伯数字，余则约定俗成。

资料

二十五、凡直录史籍原文者，注明出处，且均在多篇之后集注。

二十六、资料来自旧县志、县内各部门提供的档案资料、修志人员的调查征集、

专著、报刊、网络。

指称

二十七、各历史朝代称某朝某代，中华民国称民国，1949年10月1日后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或共和国。

二十八、民国38年(1949)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金溪，至9月30日这

一阶段，用时间称之。

二十九、民国时期政府军称国民革命军或国军。中国共产党金溪县委员会简称中

共金溪县委或县委，金溪县人民政府简称县人民政府或县政府。机构、组织、单位名

称首次出现时作全称，以后用简称。

三十、历史地名按各不同时期的称谓呼之。

文字、标点

三十一、按国家公布之《简化字总表》和《标点符号用法》书写、标点。

三十二、对人名、地名、书篇名及古籍文句，一般用简化字或通用字。容易引起

误解者，则保留异体字。



序 一

序 二

彩 图

地 图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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