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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与和之
《浮梁县志》的编纂出版，是本县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可庆

可贺。

县志乃一方之全史。古语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

志为鉴。’’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服务当代、惠及子孙

的千秋大业。浮梁县修志始于宋代，元代至治，明代洪武、永乐、嘉

靖、万历年间亦修有志书，但均已散佚。现存有清代康熙、乾隆、道

光年间编的3个版本和1部同治年间的残本d民国时期的县政府也

曾调员编修县志，但未果。

1989年，中断30年的浮梁县建制得以恢复。复县后，中共浮梁

县委、县人民政府对修志工作十分重视，1991年，便选调人员，拨

出专款开展此项工作。1995年，我主政桑梓，继而兼任县志编纂委

员会主任，赞襄其事，义不容辞。
。

新县志秉承“资治、教化、存史”之宗旨，广征博采，系统整理，

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录经纬要事，集古今精华，真实地辑录

了浮梁建县1370多年来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等方面的史实。重

点记载了建国后，浮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浓墨重彩地记述了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给全县带来的新面貌、新气象。

在《浮梁县志》编纂过程中，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及专家

学者给予了亲切的指导，并严格地把关；县直各单位、各部门给予了

大量的支持与合作；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不辞辛劳，忘我笔耕，历

经八载，五易其稿，终告成功。值此县志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



一九九八年三月

注：马承祖，男，浮梁人，1962年生，大学文化。1995年7月任浮梁县人民政府县长，

1998年2月，任中共浮梁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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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z’伽矽

浮梁县是江西的历史名县，自古就以茶叶和瓷器闻名于世。她孕

育了著名的瓷都景德镇，是国家“浮红"茶、商品粮、速生丰产林和省

“蚕桑工程”的生产基地。新编《浮梁县志》以准确、翔实的资料，突出

反映了这一地方特色。 一

浮梁山川秀丽、民风淳雅。古代“士趋诗书，矜名节”，“衣冠人物

之盛甲于江右’’，成长出吴芮、程节、汪澈、李椿年、朱貔孙等一批治国

安邦栋梁之材。而今尊师重教蔚然成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已成

为全县27万人民的共识。所有这些，新编县志均作了详细的记述。

浮梁县是农业县，有许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也面临着不少

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交通建

设、科技成果的转化等，这些在新编县志中也有所体现。

浮梁县置县1300余年，两次撤并，三易其名，五迁县治，资料散

失严重。但修志人员不畏艰难，广征博采，裨补阙漏，终使《浮梁县志》

这一浮梁县情之百科全书编纂完成。

回顾历史，决不是沉缅于过去，而是为了振兴现在，创造出更加

壮丽的未来。我相信，有志为浮梁作贡献者，必以浮梁历史为鉴，扬长

避短，兴利除弊，同心同德，为振兴浮梁而努力。

一九九八年三月．

注：张秧田，男，浮梁人，1955年出生，大专文化，1990年6月任浮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1998年3月任浮梁县人民政府县长。 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详今略古，力求贯通古今。上限一般追溯到事物发端，下限到1993年，偶有不及

或延伸，重点记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史实。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和专志组成。概述，综述本县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与现状，提

纲挈领，彰往昭来；大事记，纵述有史以来的大事、要事、新事；专志，按事物性质分类设篇，篇

下设章、节、目，有的设子目。

四、本志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概述，有叙有议，以叙为主，叙议

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述，少数条目时间跨度较长，则采用记事本末体记述。专志各篇，

按事物性质横排门类、竖写史实，不作评述。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文体。选用历史文献或引用原文时，加上引号。有关行政区划、

组织机构及职官，悉用当时称谓。有些县内古地名，能括注出今名者尽量标注。

六、本志表示数量、百分比的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表述。

七、本志纪年，民国及其以前均用历史纪年，同一节内，只在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所称“解放前(后)”是指1949年4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本县之日前

(后)；“建国前(后)”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日前(后)；“复县前

(后)”是指1989年8月12日，浮梁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浮梁县第

四届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之日前(后)。

九、人物传记以本籍人士为主，根据“生不立传”的通例，依传主卒年先后为序。政界副县

级以上，科技界副高级以上人物均列表入志。革命烈士名录以江西省民政厅汇编的《革命烈

士英名录》为准；建国后烈士，以省民政厅批准书为依据。
．

十、各篇专志中互相交叉的内容尽量避免重复。记叙时，关系密切篇章从详，关联的篇章

从简。

十一、各种数据，一般以县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则取业务主管部门提供

的。计量单位，建国前，依原资料所载或当时当地习惯用法；建国后，使用国家规定的单位。

十二、本志所用各种资料来源于档案馆档案、历代正史、旧志、谱牒、报刊、专著，以及有

关人士回忆资料。为节省篇幅，未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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