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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季玉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刻，永修新县志出版，

诚为一大喜事。志甫成，征为序，兴奋之余，忝书刍见，权以应命，

并表祝贺o t

我是1949年5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永修后第一个受命主持永

修县委工作的，也算是个“老永修"吧!回首话当年，‘永修匪患不

息，’灾害频仍，万户萧疏，‘满目疮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

了剿匪反霸、4土地改革等运动，全县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在那风风

雨雨、共同战斗的日子里，我和勤劳智慧的永修人民结下了极其深厚、

的情谊o
’ 。、

现在，永修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和“十年

九不收"的悲惨景象，统统一去不复返了，新永修社会主义建设的光

辉成就，每时每刻都在激励着我们前进。
’

新县志在中共永修县委、县政府领导下，·经编纂人员的辛勤努

力，五度寒暑，。纠谬补阙，去粗取精，明是非，别臧否，数易其稿：

现将成书。我尝一再拜读，认为是一部门类齐全，资料丰富，详而不

芜j博而要当的新志书。1同时具有如下特色： ．

志书紧紧把握住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围绕

着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用生动、具体、准确的史料，记载了本县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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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的成败、得失历程，做到了观点和史实的统一，有着正确的思想

性，此其一o
。

‘．

。，t
i ’

， 新县志以反映建国以来现状为主，，也追溯了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

． 多年的历史o’在千头万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自然状况面前，运 ，‘

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将永修各个时期+

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所发生的事件、人物都提到一定的历史范
‘

畴．作具体的、阶级的分析，删繁就简i去伪存真j突出地方特色， ’：

．充分体现了“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的修志要

求。此其二o ．7

。

，
-

：
．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新县志在立足于总结本地区历史经验教训的基 。

础上，为巩固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提供了准确而有现实意义史实， ·，

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使后人深刻认识到前辈为争取社会
。

主义胜利曾付出多大牺牲，为探索中国模式社会主义道路又付出了多 ．

’大代价。让后人翻阅新县志时能由此领悟到创业之艰难，改革之不易，

从而在前进的道路上少走或不走弯路。。 、--。，-： ：，‘

永修县人材辈出，不少志士仁人，．为祖国为家乡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特别是近百年来，永修的优秀儿女用鲜血谱写了一首首壮丽史

诗，更为永修人民增添了绚丽的光彩；、新县志通过对历史人物和革命
’

烈士记述，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生动的乡土教材，

有利于把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引向深入。 ， o’ 一

1。纵览全志，，永修新县志以新观点、’．新特色、：新资料、新方法反映 i‘r

了永修的真实面貌。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必将起 。

到经世致用的重要作用。 一 ‘⋯7一 ．，，4

。●__●_______●●-●_●__●__----。●-●_--__-●．__--一
一 ’

注·李玉建国初曾任中共永修县委第一书记，现任江西省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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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鳓哆謦
l 。‘

， 我县先秦属艾，汉高帝六年始建海昏县，南朝宋更名建昌，民国

三年改称永修。县境南瞰洪都，北望匡庐，‘西倚云山，东濒鄱湖，

修、潦二河，横穿全境，南浔铁路，纵贯南北，山川秀丽，土地肥沃，

物产富饶，交通便利。自古至今，志士仁人，学者名流，颇不乏人。

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永修人民，用鲜血和汗水谱写了源远流长的

l 、： 壮丽篇章。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永修人民

『
。 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革命先烈张朝燮、王

，’ 环心、王经燕，淦克鹤、曾去非、王弼等优秀儿女，曾在这里用自己

的鲜血，浇开了革命胜利之花，为我县历史增添了绚丽光彩。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县和全国各地一样，被压迫、被奴
! 役的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辉煌的

胜利。优越的社会制度，使我县经济繁荣，百业俱兴，是历史上任何

时代所不可比拟的。为了记叙这一伟大时代的历史，达到存史资治的

目的，使历史经验为“四化’’建设服务，编修新县志就成为当前刻不

容缓的大事。因此，中共永修县委、永修县政府作出修志的决定，是

。 十分正确和适时的o
。

我县自明万历年间编修第一部县志起，清康熙、道光、．同治年

间，曾三次续修口同治后失修至今已一百一十余年。旧志版本，，内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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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仅简略，而且对历史事实作了不少的歪曲和粉饰。有鉴于此，我们
’

编纂新志，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立足当代，详近略远

的原则，并采取通史和断代史相结合的方法，既总结历史经验，又体

现客观规律，使之真实地反映我县历史面貌，成为具有新观点、新特

色的新志书。 一。 。’ ’!_

编纂新县志，是全县三十二万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诚为一件大

。‘喜事，是为序。． ，

‘．‘
’，

‘

注-彭欣树原任中共永修县委副书记、永修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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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编纂具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容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是我国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古语云： “以史为鉴， 可知兴

替"，新方态是一面镜子，藉此可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为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为两个文明建设服

务，并可以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1980年11月，县委决定成立县编史修志办公室，着手编写新县

志。新县志断限于1 980年，经修志人员的努力，三度寒暑，初稿和二

稿相继成篇。当此之时，我国城乡改革方兴未艾。1982年，党的全国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我国各条战线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历史新时期，我县和全国一样也展现从未有过

的兴旺发达的新景象。新县志应如实记叙改革的成果，反映我县干部

群众的精神面貌。为此，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将下限延至1 984年及修

改第二稿的决定。在省、市地方志领导和省内外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

下，新县志第三稿于1985年脱稿，1986年再次修改，是为定稿本。

新县志吸收了社会主义方志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横排竖写，门

类齐全，述古今之要，扬故土之美，表桑梓之杰，坚持论从史出、实

事求是、略古详今，着眼当代，具有比较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

点。值此志成之际，谨向为新县志出版付出过辛勤劳动的领导、专家
·5。



和编纂人员致谢! ·

编修新县志是建国以来之首次，诚为盛举。县委、县政府期望全

县人民能承先辈之志，葆乡土之誉，和衷共济，建设一个经济繁荣、

文化昌盛、科技进步、环境优美、城乡安定、生活小康的新永修，

谱写入民创造历史的新篇章。唯此，方可无愧于永修壮丽的山川、无

愧于永修璀璨的历史，无愧于永修伟大的人民，无愧于当今辉煌的时

代。谨献此言，是以为序o ：．

注-张火春中共永修县委书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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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县县志编修始于明万历年间，凡四修，’最后一部县志编于清同

治十年(1871年)，1至今已有一百一十余年。‘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全县工农业生产呈现生机旺盛的可喜局面，‘人民生活显著改

善。处在这样历史上空前的社会主义盛世，全国“盛世修志刀之盛
?

举，亦随之蓬勃发展；据此，1980年县委作出了新编《永修县志》的

i： 决定。同年末设立了县编史修志办公室，纂写了部分章，节。1982年

·．，1 o月，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进一步加强领导，+充实了编写人员。

1 983年1 2月下限止于1980年约80万字的初稿成篇。1 984年5月修改成

， 第二稿。 一

，、 、
，’

．

，1 1985年9月，县志编委会成员继县政府换届作了相应调整。为了充

分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县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辉煌

成就，乃将县志下限延长至1984年。在省地方志编委会的指导下，修
。

改厘正体例，调整结构，。并以文约事丰，，粗细相宜为准则，统一了文

。风。于1985年1 2月，再修成约70万字的第三稿。、? 一，，

一 1986年4月，在省地方志编委会支持下，县委、县政府柬请省，地

． ．有关领导和省内外专家学者莅县，，召开了“新编《永修县志》稿讨论

会”。出席会议的除县委、．县纪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武装

部主要领导同志和全体编委成员外，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王田有，．
：

’1

．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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