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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

序。 一

中共宜春地委秘书长余达瑞’
‘

在历史的长河中，奉新县已走过有籍可稽的一千多年的路程，其

间先后有十二部县志作为“一方之全史"记录了岁月消逝的痕迹。今

天，推陈出新，第十三部县志一新编《奉新县志》又抖落岁月的风
尘，为我们展示了一轴历史画卷。这里，记有祖辈艰难行进的步履，留

有父辈顽强拼搏的足迹；充溢着解放新生的欢乐，记录了改造山河的

业绩；保留了乡情民俗的原貌，辑存了人文典籍的精华，把奉新旧貌

换新颜的史程忠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

奉新是江西省乃至江南一颗璀璨的明珠。华林毓秀，百丈钟灵，

狮山形胜，冯水碧波，见其山川钟秀；《禅门规式》、《适斋类稿》、《韵府

群玉》、《天工开物》，证其人文昌盛。然而，岁月，无情，山河作证，解放

前的奉新仍然是一块贫瘠的土地，记录的只是世代苦难和屈辱的历

史。唯有在解放以后，当代奉新人才谱写出奉新历史的新篇章：1985

年，这里粮食总产量为1949年的5．09倍，当年粮食商品率和每个农

业人口平均售粮量，均位居宜春地区前列；小水电从无到有，1985年

通电户占全县总户的96％，名列全省之冠，跻身于全国100个农村电

气化先进县的行列。同时，工业交通、林业畜‘牧、科技文化、教育卫生

等诸项事业都发展迅速，成绩显著。今日奉新，百业兴旺，驰名遐迩。

透过这辉煌的记录，人们不禁会想起新中国建立以来创业的历

程，更会去思索、去判断：同样一个奉新，为什么．在旧中国却是那样贫

穷落后?答案只有一个，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奉新人民才真正掌

握了自己的命运i奉新大地才更新了历史的记录。今天，新编《奉新县

志》以史料为依据，提供给我们的正是一本奉新人民是怎样在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重压下走向社会主义新天地的生动记录，激励着今人和

后人更加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方向开拓前进。所以，新编《奉新县志》的新，就在于它立足于新时



奉款蜘硒。

有中国共

国。

下了不朽

出了重大

当我们面

繁星的灯

光时，我们既为有宋应星而自豪，更为躬逢盛世而骄傲。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新编《奉新县志》，犹如一面历史的镜子，既可以鉴往，更可以

知来。它的问世，是奉新文化史上一项新事、大事，不仅可喜、可贺于

今日，更可记念、可昭示于未来。我为此，贺家乡，也为此，深致谢意于
新编《奉新县志》的编纂者们。

我是奉新人民的儿子：我出生、成长在家乡，家乡的父老乡亲用

物质和精神的食粮哺育了我，这是一种永远割不断的情愫；我又曾是

迄今为止的第一位奉新籍县委书记，同乡和同事们倾力支持我的工

作，使我能为奉新的发展尽绵薄之力。在读罢新编《奉新县志》后别有

一番心境，此时此刻，“仙花不问三春秀”的百丈雄峰，“一水潆回澄碧

色”的百里潦河，“纱窗秋静漏蟾蜍"的华林书院，勤劳朴实而勇敢的

父老乡亲⋯⋯一一涌上心头。家乡山好，水好，人更好。我谨祝愿奉新

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一九九O年七月九日



．序 二

中共奉新．县委书记 敖庆沸

序 言 3

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明天是今天的希望。昨天，给我们留下一件
件往事，留下一串串回忆与思考；明天，召唤我们一步步走向未来，朝
着一个个新的目标奋进。

奉新，人们赞誉为“仙源灵境力之地，是中国古代科技百科全书
《天工开物》著述者——宋应星的故乡。当我们为有这位科学巨匠感
到自豪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宋应星故乡的后辈人，在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指引下，充分发挥粮食、毛竹、水电资源优势，用自己的聪明
才智，谱写了新的篇章。现在，奉新已成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全
国一百个农村初级电气化试点县之一，全国十三个毛竹林重点基地
县之一，全国猕猴桃生产基地之一，1987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

县。这些，当然是全县人民今天辛勤奋斗的成果，也凝结着前辈们昨
天付出的心血，因为，我们毕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登攀。

昨日之日不可留，明日之日更锦绣。富于光荣传统的奉新人民，
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我深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我们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明天
奉新人民一定会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奉新一
定会变得更富裕、更繁荣、更文明。

新编《奉新县志》纵贯古今，翔实地记载了奉新二千余年的历史
变化，讴歌了解放以来奉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辉煌成就。可
以说，这部县志是奉新昨天面貌的真实写照，它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奉
新的过去，开辟更美好的明天，促进奉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
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新编《奉新县志》的问世，是全体编纂人员呕心沥血、历经六载、
几易其稿的结果，同时得到了上级史志主管部门和省内外专家、学者
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曾在奉新工作过的一些老前辈也给予了热
情帮助。在此，我代表中共奉新县委、奉新县人民政府，向为新编《奉
新县志》作出贡献的所有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忱!

一九九。年七月十日

汐



4 凡 例

凡 1歹U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求实存真，反映奉新的

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设建置、自然地理、农业、林业、水利电力、畜牧水产：粮

油、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财政、税务、金融，供销、政党、人

大政府政协、民政、政法、劳动人事、群团、军事、文化、教育、体育、科

技、卫生、文物、艺文、方言、宗教、风俗、人口、宗祠会馆、谚语歇后语

传说和人物等36卷。另有概述、大事记、附录等不入卷序。

三、本志纵贯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定，一般下限1985年。大事

记、政党、政府、人大、政协以及艺文等卷章延至1990年。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影、录等7种形式，按卷、章、节、

目结构排列，以志为主体，一般是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五、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自各类档案、‘藏籍、报刊以及有关单

位、人士提供的材料。各项数据一般以本县统计局的为准，统计局没

有的，则由有关部门提供。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不另立卷，分别编入

有关卷、章或《大事记》。 ’j；-

七、严格贯彻“生不立传”原则，凡入传者不分职位，均为已故的

有社会影响的人士。对本籍及曾在奉新工作过的生人确有可入志的

事迹，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入有关卷、章。

八、地名、区划、机构及官佐等，均以记事年代的称谓为准。’

九、关于数字，一律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门联合发

出的通知《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精神，统一写法，力求规

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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