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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下曹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锛

宣和下曹出土的周代石钺



(一)

乡镇出方志，在我县，宣和是第一家。在中国， 。第一”的涵

盖十分丰富：或是时间之最，或是空间之最，或是学问之最， 或是

涵养之最⋯⋯。金殿对策的第一名，便是状元；奥运会的第一名便

得金牌。 “第一”在人们的心日中，大多总与勇敢联在一起，‘与气

概联在一起，与荣誉联在一起，与辉煌联在一起， 与除旧布新联在

一起，与升华超越联在一起，对人生、对事业，对家庭、 对社会往

往都是好兆头。

宣和出乡志，为我县各乡镇开了先河， 为宣和历史构建了一座

丰碑，为连城各地树立了一个榜样， 为子孙后代留下r一笔财富，

意义是深远的。而这个。第一”之属于宣和又决不是偶然的。 宣和

向来人杰地灵、人文荟萃，是著名的文化之乡， 有一脉相承的文明

之风，这是一；宣和党政领导眼光远大，思想霞视，勇于了i：拓， 有

振兴桑梓的鸿鹄之志，这是二；一批社会贤达不求名利，不辞艰辛，

热心公益，有急公好义的孚众之望，这是三；广大干群同心同德，

积极支持， 。众人拾柴火焰高”，有黄土变金之力，这是四。 不说

别的，仪从这四点，我们便看到，宣和的希望，得到了十分的欣慰。

与此同时，我又从中得到了一点启迪，就是事在人为。试想想， 宣

和目前还是个贫困乡，论经费，那个地方会差些?宣和的人口并不

多，论人力，我县多数乡镇只有过之。全县各乡而言， 虽然各有各

的难处，也决不是难得无钱买纸，无人著文，问题在于有无志， 有

无识。若有志、有识，则无事不成，何况一方志?当今之世， 正是



政策昌明、国运昌隆之时，展望神州人地， 处处是。溪暇爱看新秧

茁，绿水平畴讵好耕”的明媚春天，生机万种，莲蓬勃勃， 编撰方

志，万事俱备，各地切莫再犹疑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贻误了子

孙业，再叹。空悲切”!

宣和出乡志，宣和的同志，要我这个既不是宣和人， 又不是文
：。

化人的人写序，一时间教我又为难又高兴。一·方面， 我深感宣和人
，

胸襟博人，有广纳细流之海怀，却之不合情理，而兹事体大， 倘无

生花妙笔，定然有负雅望，想谢绝了事：一方面， 又觉得确有必要
“

●

且有可能。为长者折枝”，如果拒绝了，既拂了同志的美意， 又无

形中失去厂一个和同志们谈心，吸纳金玉良言以提高自己、 回报社
’，

会的良机。思来想去，终于冒昧写下了上面一通话，就教于大方。

陈福檀

1 9 9 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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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国有史，族有谱，地方有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 古人的目的

是。存史、资治，’教化”。而新方志学家，对此则有所升华和深化，

认为一部好的方志，能为地方建设提供科学的历史依据， 作为教育

和启迪青年一一代为人类历史发展作贡献的乡土教材， 有着不可估量

的科学实用价值。世问事物，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然不容置

疑的是：方志是一地。自然与社会的全貌”，是一方的。百科全书”，

是一种搿资料性的著述”，是一部4科学文献”。 猎涉的深度与广

度其他著作难与匹比。撰志存史之目的在。利今世而惠后人”，让

人们从中见悬崖而勒马，遇险地而开拓，逢坦途而奋进。 志书既有

此科学的实用价值，盛世修志，势在必行。 尤其宣和地域不仅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优越环境，且具有众多的人文事迹， 更能弘扬优良传

统，激发后人。

不少关注家乡事业的乡亲父老，曾多次建议编写乡史， 以垂永

世，无奈财力不裕，人力不济，迟迟不能实现，令人不安于怀。 今

逢全国修志热潮之际， 又得县志办的鼎力支持和一I：级党政领导的嘉

许，我等责无旁贷，义不容辞。1 9 9 3年冬， 召开r全乡离退休

人员及社会知名人士会议研讨，众人一致赞许和支持， 并公选曹晖

等同志负责编写。被选者欣然即位，他们不计丝毫报酬， 抛开私事

为乡志日夜奔劳，有的为勘察古坟、胜迹登山涉水而不畏， 有的为

核实资料遭挫折而不馁，有的为写志慷慨解囊， 有的患病带疾而坚

持编写，似此为故乡事业任劳任怨的可贵精神，谁不感动， 谁不敬

服。我在此激励之下，斗胆作此俗辞涩文之序。

第一部《宣和乡志》终于问世，可喜可贺!其内容丰富， 资料

多有可靠依据，我实感欣慰。当然，因历时已久，事物繁杂，遗误难

免，敬请父老乡亲各界博识之士批评指正。不胜感激感谢之至。

曹国丰

1 9 9 4年秋于宣和乡政府



序．(三)

甲戌孟夏，曹公德昌，受托：}：纂《宣和乡志》。越年稿成送阅，
嘱为之序。余日： 。序者，书之首，当请诸名公巨卿为之，以增生色；
余乃山野愚夫，林泉老朽，人徽畜轻，难以从命!。”曹公日：。志者，
记也，记一方之史事与夫现况，诚记实之作，非小说家言，以虚构奇
诡、荒诞无稽，取悦于世，借名家作序以增荣。吾辈修忐纂史，据实
立言，重现客体，岂敢哗众取宠，欺世盗名，唯求有益于后人，扁迪

与借鉴而已!”余感其诚，勉为之数言，附蔡于简端。．
连邑有乡志，始于今。而宣和编纂乡志乃邑之首骏，引群骥而千

里驱驰也。然崇山峻岭．大川巨浸于前，无胆识与才健在，难以始终。
今辑志，上下数千年，纵横兼百业，时间之长，空间之广，无与伦比，

史事交错复杂，头绪纷繁，欲梳理明畅，溯源清流，脉络有序，诚非
易事耳!尤其年渊日远，资料湮没，钩沉搜集之难，令人浩叹望而却

步。然曹公年过古稀，犹精神矍铄，毅力坚强胜似青年，驱车往来各
地，徒步跋山涉水，深入山村僻壤，访耆1日，寻遗迹，遗阅家乘，手

辑旧闻逸事，累牍盈箱，归而整理纂辑，芸窗萤光，磨穿铁砚，笔耕
达日．，经年不辍，历尽寒霜酷暑，反复订讹校正错彩镂金，斐然成章，

更为难得者，翁非钜富而捐资数百金为纂志，非德才兼备者不能为。
初稿成，商诸地方贤哲与方志行家，集恩广益，几易篇日，数易其稿，
千锤百炼，删繁就简，去伪存真而脱稿。其艰辛不言而喻，：

昔人谓纂忐者必兼备德，才、识，缺一难毕其役，诚不诬也。今
曹公受托主其事，．不负使命，良可敬也。书成，余窃喜谓曹公日：
。世谓‘首食螃蟹者，胆，识，才可嘉’!翁今当仁不让矣!”诚然
反观千百年之史事，漫逸无统，虽偶散见于谱牒之点滴记述，疑团尚
多；民间口传资料失真，考核订芷，谈何容易，虽八斗才，疏虞之处，

在所难免，识者自不苛求。今稿付诸梨枣，老朽不计文之工拙，为是
志之诚，信、达与纂辑之艰辛尽数言．，予后之修志者鉴。

i—r

’鳌峰山人：益心

1 9 9 5年1 0月l 6日

农历乙亥年闰A．J1廿二日于连城



凡 例

一，《宣和乡志》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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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政策为准绳，

记述全乡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况。 ，

二．本志的编纂体例，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纵写， 求实

存真，认真考证，详今略古，注重地方特色， 记述事物的发生发展
的全过程。

三，全志分：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各专业章节及人物和附

录。专业章节有：建置、自然地理、人口、农业，工业、林业、水利
电力、交通，邮电，商业，财税、金融、党团、政权机构，司法公安、

军事、民政、教育，文化艺术、医药卫生、文物名胜、宗教风俗，自
然灾害、人物、各村概况，共2 5章5 7节。

四，大事记：除自然灾害大事便于查考，独列在气象专篇外，其
余各种大事均以编年体顺序记述。

五，本志断限时间：上限不予统一规定，上溯至其发端，下限至
1 9 9 4年底。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 简称建国前(后)或新中国成立之
前(后)。

七，《人物》分《传记》、《名表》、 《革命烈士英名录》。

《传记》遵循。生不列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宣和籍人士中对社会
或对宣和乡有贡献者，兼叙个别反面人物。

八，凡涉及历史纪年，地名、人名、政区，机关，官职均按当时‘

称谓，不另加政治性术语。历史纪年，其后加括注公元年号；1 9 4 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屯后，一律用公元纪年。记述历史地名沿革时，
沿用古地名，并在其后括注今名。

九、凡涉数字记述，属表示数据的数量词，采用阿拉伯字，而序
数词、成语、缩略语、专门名称、习惯用语和表述性语言或具有修辞

色彩的词句数字，则用汉字；历史纪年月日时用汉字；民国和公元纪
年，均用阿拉伯数字。

十、本忐资料来源：各姓家谱，长汀县志，连城县志，汀州府志，

临汀汇考，福建通志，各有关党史，、文史资料，县档案馆存档和社会
知情者回亿，并经认真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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