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新 华 出 版 社

格拳



◆

@弋’’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

福建省

形拳欺冬
■碍

藩主萄

永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新华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北京



]

京新登字1 1 0号

永泰县志

永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 ．

福建医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16印张 插页18 字数140万

1992年d月第一版 1992年4月第一泌印刷

印 数l——2500册

书号；她堡裂嵩瓷竽坐



序1

序

史书志乘，向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编史修志已成

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o

’永泰自唐永泰二年(766年)置县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的一千二百多年中，曾编修三部县志。一部是明万历年

间初修的《永福县志》；一部是清乾隆间再修的《永福县志》；一

部是民国时期重修的《永泰县志》。这三部旧志，保存了大量、珍

贵的历史资料，是我县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但由于种种历史

原因，这些志乘所载，大多侧重人文，简略经济，缺漏较多，所记

内容也大多过于简概，且有糟粕夹杂于精华之中。掩卷思之，不

无遗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道路艰难曲折，困难重重，既有举世瞩目的业绩，也有令人痛心

的失误。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局面

混乱，风云多变，实非修志之良机。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后，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编修新县志提供了有利条

件。但是，距上次修志，已相隔70余年，人事更迭，沧桑变迁，往 。

事如烟，古籍星散，修纂一代新志，实为艰难。

时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修志千秋大业，不容观望犹疑。

1984年夏，永泰县人民政府闻风而动，建班子、腾房子、拨
经费、配干部，急步紧行，把编修一代新《永泰县志》当作一件大

事来抓。在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全体修志人员通

力合作，艰辛备尝，七经寒暑，数易其稿，终于告竣。这是一件可

喜可贺、有益于全县人民的大好事，历史不会忘记为编修新志

付出艰辛劳动的所有同志。 ．

新志洋洋洒洒百余万言，从各个方面记述永泰县自建县至

1987年的历史面貌。内容丰富，体例规范，横排门类，纵记史

实。记、志、传、图、表、录，一应俱全；地理、建置、经济、政

化、社会，序列有致，实为一部永泰县自然变迁、历史发展



科全书’’。

志载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判断古往今来的一切事物。对建国

以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均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

针、政策、原则，为判断是非的准绳，不文过饰非，不溢功夸利，

不自是一己之好恶，不歪曲历史本来之面貌，全书真实可靠。
新志在占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注意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详今略古，详异略同，点面结合，因果关联，观点鲜明，立

言有据，寓褒贬于记述之中，既有科学性、完整性，又有地方特

色和时代精神。对一个县、一个单位、一个行业的领导来说，是

一部珍贵的资政宝鉴；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又是一部进行社

会主义、爱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县爱乡教

育的生动教材，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参
考文献。

永泰县山水多姿，钟灵毓秀，古往今来，能人辈出。古有宋

乾道年间七年连捷三状元的萧国梁、郑侨、黄定，四劾秦桧的侍

御史黄龟年，爱国词人张元斡，明《永乐大典》副总裁王傅，清著

名诗人黄任；近有蜚声世界的学者檀仁梅、俞心妥、林宗池、黄

良文、卓生恭等。广大人民群众既具有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又

富有刻苦勤劳的传统美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届领

导班子锐意改革，全县人民同心同德，成绩有目共睹，形势越来

越好。通过全县人民的继续共同努力，一个经济繁荣、社会文
明、生活富裕的永泰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认识昨天，是为了建设美好的明天。

值新修《永泰县志》出版之际，除表示我个人的祝贺外，并衷心

祝愿全县人民，尊重历史，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开拓前进，为振

兴永泰，建设美好的明天，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县长池家惠
1990年5月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1

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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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翔实的资料记述全

县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突出时代特

点和地方特色。

二、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分志为纬；分志结构分为章、节、目三个层次；其

顺序按照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原则排列。

三、以图(包括照片)、述、记、志、传、表、录等为主要表述形式。以文为主，系附

图表。照片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以集中为主。

四、记事按立足现代，侧重近代，因事而异地上溯古代的原则，详今略古、详近

略远，横排门类，纵写事实，以类系事，逐级统属。下限到1987年底，个别事件延伸

至1 990年。

’五、书写用规范的语体文记叙体加新式标点，用国务院统一公布的简化字，公

元纪年、时刻、年龄、百分数、分数、统计数字一律使用阿位伯数字；历史纪年、农历

月、日、星期、不定数、顺序、习惯用语、成语、叙述中的单个数字一律使用汉字。历

史年号、地理名称、政府机构、官职等均以当时的名称为准，不加修饰语，不以今称

代替。民国以前纪年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重要历史地名括号注明今名。

六、立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籍为主，正面人物为主，近代人物

为主。凡对人民有过贡献的，对社会发展有所建树的，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不论职

务，不分党派，均在立传之列；职务在县(团)级以上和获有高级职称的均入表；烈

士入英名录。个别反面人物也予立传，目的在于儆戒后人。

七、正文中“新中国成立后”或“建国后”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放

后"指本县国民党政权被摧毁后，即1949年8月11日后。

八、计量单位名称，按国务院统一规定执行，采用国际单位制。民国及其以前

的计量单位名称，按当时实际记载。

九、全县性的数字。民国以前的统计数字，以旧县志及当时档案资料为据。建

国后全县性的各项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的数字为准；局部数字，按有关档案资料

和有关部门志记载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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