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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平县山川钟秀，人才辈出，物产丰富，户口殷阜。建县一千八百余年，曾三

易县名，四迁县治。辉耀史册，堪称文明古县。
‘

宋代乡贤李士会编纂(<乐平广记》，开创乐平县志纂修之先河。官修县志始

、于明正德十四年忪元1519年)，至清同治年间，先后修纂七次。这些县志受当

_‘时历史的局限，重人文，轻经济。但对地方重大历史事件，仍多有记述。惜县内仅

，⋯存同治九年版本和乾隆版残本。

一九六二年，中共乐平县委根据中央领导指示，曾组织人员修志，但由于

，，。 “左?’的思想干扰，于一九六六年被迫中止。这样，自清同治以后，县志失修一百多

年。．如再不及时填补这段历史空白，我们将愧对后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

、， 过拨乱反正，社会安定团结，经济蒸蒸日上，盛世修志条件日趋成熟，修志之议乃

兴。一九八一年八月，中共乐平县委、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乐平县志编纂委

’i员会，并由我兼主任。我深感难负重托，但编纂县志乃前对先人负责、后为子孙造

福的千秋之业，身逢盛世，主政桑梓，赞襄其事，义不容辞。经过筹备，一九八二

年三月，县志办公室正式开展工作。五月，聘请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石凌鹤、石

天行、姚公骞为县志编委会顾问。继而订方案，定篇目，发动群众，搜集资料，采

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使一百多年的历史脉络分明，经纬清晰，古今往

事，历历在目，从而为编修新县志打下了基础。一九八四年初，当我调离乐平时，

虑及县志编纂工作易于忽视，特于工作交接时列为重要内容，希望新任领导坚持

不懈，抓出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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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共乐平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市地方志编委会及县志编委 ；

·会顾问的指导和全县人民的大力支持-F,县志办公室编纂人员不辞艰辛，忘我笔 ’．

耕，历时五载，数易志稿，终于使其成书问世。这是全县六十五万人民在社会主
一

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大成果。 ， 1．

新编《乐平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

<<决议》为准绳，横排门类，纵述始末，贯穿古今，详今略古，志一方之历史，激千古。

之爱憎。忆昔抚今，通察县情，探求规律，兴利除弊，这对领导正确决策，振兴乐．，

平，将发挥重要作用。我作为前任县志编委会主任，理当同庆同乐，志喜志贺。兼 ．一’．

以屡受嘱托，情难推却，书此数行，权以为序。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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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序作者愿任乐平县长，现任中共景德镇市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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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忙挚。

新编《乐平县志》，六经春秋，数易其稿，终于问世。谨书片言，权以为序。

乐平历史悠久，山川钟秀，物产富饶，交通便利，人杰地灵。县民敦厚诚实，

勤劳俭朴，好善乐施，崇尚公益，诚挚热情，重友好客。自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

元178年)置县以来，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勤劳、

勇敢的乐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

比拟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尤其是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改革创

新，奋力开拓，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日趋富庶，真可

谓政通人和，百业俱兴。

盛世昌明，修志乃兴。一九八一年八月，中共乐平县委、县人民政府毅然定

策，成立编纂机构，调集人员，聘请顾问，时经三年，开创了局面，奠定了基础。一

九八四年二月，前任编委会主任调离，我受命主持县政，承前任之重托，乐继修志

之业，但深感任务艰巨，决心重其事，劲其业，成其果。 。。 、．i

编纂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志书，必须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

务。修志重在资治。近三年来，编修乐平县志使我受益非浅，深感主一县之政，

不仅要认真学习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且要深入了解县情；不仅要认识现状，而且，

要借鉴历史。新编《乐平县志》比较全面地记述了本县各方面的情况，它可以帮

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县情，探求规律，借鉴历史，正确决策，发挥优势，繁荣乐平。因

此，我觉得为政者不仅要重视修志，尤其要重视用志。相信《乐平县志>>是一部有

益当代、惠及子孙、经世致用的辅治之作，其意义和价值将为更多的人所认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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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乐平新志是二项浩繁的综合i程，中共乐平县委，县人民政府对此非常

’j重视，省、市地方志编委会和县志顾问以及在乐平工作过的老同志，对我们编纂

新志给予了多方帮助和精心指导。令人难忘的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县志评审会，

省、市、县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议志稿，为《乐平县志》殚精竭虑，在

此敬表敬谢。’j。 ．

本志虽经编纂者反复修正，力求无误，但书中瑕疵仍然难免。成书之后，望

读者及后人匡正纠谬。

愿全县人民同心同德，开拓前进，创造更大的功绩，书写新的史诗。

一九八七年四月

·'

一
‘

，
’

，

：
j 0 j，：。++ √，。

”

{

1．，．f
，。一

～。 二 ，：。，．。‘ ’．- 一 ·’：’． j

，：．，，．一! √／ ’； j√
7．、 ．、l√1 ．o ．‘ ，．i r．

j：
‘ ● ?

’‘

一．： I，．．，一， !．：?： 7|∥一‘：o’。‘0-i．!‘：·：’^一o’。：：。
，’，0，j，■j．：0’■?，--．|，_．／。：o。i◆．．’-· ，．i

一·。。 j，
’

i o．、i ， ’，； 。一： +，，：’∥，．0一，’ ? ： 。’，：
一·’ “ 。I，～ · ’r

～
， ； J一

’

，
， ： ‘’，，

，。

u．．‘’ t。

。 ’∥、：：．，。∥一’二l ≯”； ．·

‘

、“、

『。。，|．’o二o ，■_，· 。’一．．_ ：◆· 』
≯

j ，．|，{、‘一· ：1 “．· 。 ，
0 ．i二． _

。

，^ ，‘
'

’

一，。

1，t -．
7， ， j ： 。： ：： ，

·一，j V r∥：：j ．‘．?。z；
， 、：．+、4

： ，一 一．{、。，～，j
，。i ”!‘‘l，j’j‘j ．2 ：‘j。

·⋯t；。’r 1：0 一’．． 、一．r ’’ ： ；47’I
j t

’

：

，t。‘．， ： { ， -I-．，．
十

’。，

J ’

j’ ．
．

j 々

’

l‘ ，r

扛 ，

。‘一 p一
’．

，
'

，

注；本序作者原任乐平县长，现任中共乐平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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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凌镑·磊不a，删弓考(执笔)
乐平素称文物之乡，早在宋、元之际，洪氏父子、马氏父子即先后辉映：‘史称

洪皓“独处冷山，节侔苏武”，其可传者不独限于文章。至其子适、遵、迈等，或考

辨经史，或采录金石，或螯订掌故，他们的学问文章，全都称得上淹洽该博。’史称

马廷鸾“名德宿儒，通知今古，朝廷典册，多出其手”，其诗文亦皆雅赡秀润。至其

’子端临，仰承庭训，尽毕生的精力，撰辑《文献通考》，。为一代巨制，至今仍属考史

者必备之书。自兹以降，乐平还出了不少人才，可谓代不乏人。特别是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乐平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付出了血的代价，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解放以后，涌现出来的各项建设人才

就更加多了。 ；

．：、 、。o“

乐平又是资源富赡、物产丰饶之乡。在我们幼年时期，就盛传乐平有红、黄、；

蓝、白、黑五色缤纷的美誉。红指辣椒，黄指萝卜丝，蓝指靛青，白指石灰，黑指煤

炭。前三项属于农作物方面的土特产，后两项属于可供开采的自然资源。其实，

以今日看来，乐平的物产资源品汇之多，仅以上述五色实不足以尽其特色。盖自

建国以来，乐平的各项建设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乐平在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上，更加蒸蒸日上，如果再要用色彩来

描画，那就应该说成是色色皆备，万紫千红了。 ’，

， 值此盛世，乐平县委和政府遂有重新编撰县志的盛举，经过几年的努力，一

部新编的((乐平县志》即将出版了。 。：

方志之学本是我国民族文化上的一项优良传统，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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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新的材料编撰新的县志，又是一项‘．。‘”
。-： 崭新的工作。时代不同，条件各异，虽传统应该借鉴，而体制尤贵创新；借鉴固属 ，。j

不易，创新尤觉綦难，其间必然有一个学习、探索、再学习、再探索的过程。现在 1v

’

‘． 贡献给读者的这部新的乐平县志，就是乐平县志办的同志们经过多方调查，反复
’

探索，化费了大量心血，而结出的一颗硕果。 、

’

o

方志已公认有资治、存史和教化三大功能。宋代理学家朱熹莅官必修志乘，、 ’。

‘

“论者称其为政知所先”。陈兰森《乾隆南昌府志>>序中也提到：“考沿革之籍，可以√

询土俗之宜；察疆舆之广，可以规抚驭之周；历山川之阻，可以筹防守之备；稽田

赋之巨，可以思培养之方；考学校选举之规、名宦乡贤之迹，可以储教化之源、纪’

人才之盛。”可证方志有资治的作用，已为古人所稔知。当前四化大业，日新月。 ．

异，乐平一县如何从战略高度上作出规划与部署，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进而变劣．

势为优势，需要从总体上，从多种角度上，从多种层次上，从政治、经济、文化、教。
4

育以及历史、地理、风俗习惯等等方面，总之，包括乐平的过去与现在、地表与地

下、物产与人文等等方面加以研究，才能深入了解乐平，熟悉乐平，才能制订出合

，。 乎科学，合乎规律，合乎县情的决策，而这一研究正是地方志所具有的资治功能。

，因此，有人说，方志是--t-j软科学，旨哉斯言!。|． 。’--?·4。 。 一

存史之义，前人亦有所论述，明代陈洪谟《嘉靖江西通志》序中说：“流光事
’

迈，恒性健忘j倏忽之间，遂成陈迹，通都大邑之中，求之数年之前，十已遗其四， -，一

五，穷乡下邑，学士大夫之所罕及，而欲取证于数年之前，其所遗益多矣，志之修1
‘

之不可后也如此。”志书失修，往事多缺，以乐平而论，自清同治以来j至今百余 ，·

：年，因无志书可供稽考，许多史实叩之茫然，此次虽经同志们多方搜集，有所辑．‘。一

补，而较之遗缺，百不存一，思之怃然。南宋嘉定《赤城志》在叙其编纂方法中有1 m+

渭“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载籍，载籍之
’

内有漫漶不白者，则断之以理，而折之予人情”。清代学者钱大听竞夸奖这种方 ，

法：“洵得著作之体，而可为后代法者矣。"其实，这种方法是在资料不全的情况 。

下，出于不得已而用之，盖凭借情析理断，一稍涉主观，’便成臆说，此乃史家之大
～

忌。所以，为了保存史实，便于后人稽考，方志是不应该长期失修的。再进一步

i兑，存史之义又不仅仅限于保存资料而已，循流溯源，鉴往知来，前事不忘，后世

之师，其意义尤为重要，还是陈洪谟说得好：“志之修之不可后也如此!?
‘『

方志又是一部很好的乡土教材。我们认为爱国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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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具体的，一个真心的爱国主义者必然会热爱他的乡土，如果一个对自己的

家乡没有什么感情的人，恐怕这个人很难谈得到对自己的国家有多少感情。热

爱乡土，热爱祖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有许多诗人、学者，在眷恋

乡土的题材上，留下了大量的感人至深的名篇佳作。早在《，诗经>)时代，就有“惟

桑与梓，必恭敬止"的咏歌。再如南朝何逊的“寓目皆乡思”，唐李白的“低头思故

乡”，岑参的“见雁思乡信’’，韩愈的“眼中了了见乡国，知有归日眉方开"等等，莫

不对各自的乡土怀有极为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的产生当然是基于对家乡的深

切了解。因此，我们认为，教育乐平家乡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都懂得热爱自

己的家乡，都愿意为建设乐平进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这部新

编县志就是一部很好的教材。

当然，用本地人编撰地方志，有一个很突出的优势，就是非常熟悉本地风光，

有为外地人所难于替代者。但是，这也不免带来了一个相当大的困难，就是因为

本地人熟人熟事，情亲迹近，往往会受到某些关系的胶结纠葛，有意无意地因主

观意愿而影响客观分析，因夸饰回护而影响求真务实，加之众手成书，考核不精，

也往往导致讹错。清人罗拔在嘉庆《丰城县志》跋中曾说：“官非左、董，义爽笔

削，牵制之患中于心，回惑之情形于外。”更早在唐代，颜师古在《汉书》注中就指

出过，“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

信，宁足据乎!’’方志虽非私谱，然而受到“出于闾巷，家自为说’’的影响或牵扯是

很有可能的。撰写方志的同志要清醒地看到这个弱点，必须在思想上树立一个

高境界，还需要拿出很大的毅力，才能把这个弱点克服掉。明代崇祯《太仓州志》

是一位曾经任过江西临川知县的叫做张采这个人主修的。张采乃明末复社名士。

他主修的(<太仓州志>)曾经得到钱大听的赞扬，说他“于地方利病，剀切言之，洵非

率尔操觚”。古人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至于因考核不精而出现讹错，更属难以避免。清雍正《江西通志》虽经《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评为“广搜博访，订舛正讹，在地记之中号为善本"，然而讹错亦未

能尽免，如误认宋人韩元吉为韩维之子，此爱未检陈振孙(<书录解题》而致误。如

误将元人刘秉忠引入乡贤，被《提要》讥为“是则图经之积习湔除未尽者"。又如

其选举门载元代进士题名多误，钱大昕据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有所匡正，并指出

导致讹错的原因是：“盖志所采者多出于家乘墓志，凡曾应乡举者，皆冒进士之

名，而修舂者不能别择也。’’凡此，都是雍正《江西通志>>考核未精之处。可见，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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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中要想避免史实上的差错，的确需要作者有很强的功底，并为此付出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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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和避免讹错等方面都是注意到了的。但是，像这样数十万字的巨制，要想完全

不出差错，恐怕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1匡正纠谬，’是所望子广大读者，应该

l+ 说，这是县志办的同志们和我们的共同希望。、o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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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汗颜。’今值县志出版之际，我们谨以“惟桑与梓，r必恭敬止”的心情，向家乡人： ，

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同时拉杂地写了如上的_番话，聊当序言，至希同志们不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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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存资治，

存史、教化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一5 “’

二，记述时限，上起公元178年建县，下迄1984年；个别事件的记载，时间

适当上溯或下延。

三、《大事记》以公元纪年。其余各编，191 1年以前用帝王纪年，同时括注

公元。如同一章节内连续使用同一年号或顺接年号，凡需括注者，一般只注开头

一年，未括注者以开头一年类推；1912年以后用公元纪年，民国年号以1912年为

元年类推，不再括注。具体年、月．日，191 1年以前为阴历，1912年以后为阳历；

凡阴历皆以中文为记，阳历则以阿拉伯文书写． ，

四，书中出现的。建国前”、“建国后”系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旧时”，

。解放前”，“解放后”系以1949年4月29日本县获得解放为界；。目前”，“现在”等系

指本志迄止时间；“近年”，。近几年”等系指1981年后的某一年或若干年。

五，依据“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史实，清同治九年(1870年)以前有旧志记

载者略记，此后至解放前简记，解放后则详记。

六、全书按自然和社会状况分类设编，以述，记、志，’录等体裁记述和保存

史实，并以图表，照片作为补充。志类各编下分章节，节下设目者以黑体字标示，

目下再分子目者，以()号为记。

七，遵。生不立传”之通则，人物编只载有影响的已故人物。

八，辑录资料，作品，按原文照录或节录，摘录，古文的标点则为编者所

加。

九，机构、职务，区划等名称，概按不同时期的实际称谓记述。常用地名和

组织机构名称，除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外，一般使用简称，如乐平县简称“县”，

中国共产党乐平县委员会简称“中共乐平县委”或。县委”，共产主义水库简称。共
库”等．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无固定编号顺序

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系按省人民政府批

单位．其中。石”与

石；。担“为重量单

47年为法币，1948

已按万分之一比例

展史以及本县编辑

采用旧档、报刊，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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