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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金溪县委书记 管日顺

编修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金溪于北宋淳化五年建县

后，共修志九次，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自清同治九年以

来，迄今百余年未续春秋。沧海桑田，物换星移。我们这个千年古邑

已经历了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进入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时

代。编撰新志，忠实记载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是时代赋予我们

的责任。
‘

+，

金溪，山川钟灵，人物瑰奇。西南的鲧山古刹，名扬遐迩。城东

宝山的冶银旧址，依稀可辨。明清时期浒湾木板印刷“藻丽螂媛”，“籍

著中华”，至今赣东还流传“临川才子金溪书”这句名谚。秀谷无处不

风流，珊城代有人才出。宋朝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兄弟相师友，创立

新学，史称“金溪学案”，元代历史学家危素，明朝“医林状元”龚廷

贤，清朝著名学者蔡上翔以及“泼墨雄江东”的画家吴宏等，在历史的

长河中，星光灿烂，为邑添辉。 ．

民主革命时期，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金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进行了

不屈不挠的斗争。地下党组织的艰苦奋斗，第四次反“围剿”中金溪战

役的胜利，红十军军长周建屏转战南北，中共金溪县支部第一任书记

卢春生慷慨就义⋯⋯英雄业绩，可歌可泣。新中国建立以后，金溪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伴随着祖国前进的步

伐，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1949年到1988年这弹指一

挥间，我县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lO．07倍，粮食产量增长了4．51倍，

财政收入增长了6倍，人民群众生活由温饱型开始进入小康型。登临

锦秀墩远眺，县城秀谷镇尽收眼底，但见新老城区，浑然一体，高楼

∽



2 金溪县志

林立，街道宽阔，绿树成荫，溪水萦绕，充满着社会主义一派生机。

目前，我县人民正以崭新的姿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投身改革开放

的潮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可以断

言，金溪当代儿女将充分发挥自己无愧于历史的作用。

县志集一县古今自然和社会之大成，是地方的百科全书。为鉴历

史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县曾于1959年一度

编写县志，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竣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了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盛世文明，宜修县志，1981年12月成立了中共

金溪县委编史修志办公室。整理旧志，卷帙浩繁，百年史料，散佚待

寻，新志初创，千头万绪。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遵循求实存真、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经过许多同志的辛

勤劳动，八年披删，数易其稿，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终于告成。

值此新县志出版之际，我代表中共金溪县委和全县24万人民，向为

《金溪县志》的编纂和出版付出了心血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

由衷的谓j忱!谨此为序，以志庆贺。

一九八九年十月



序 二
／

金溪县人民政府县长孙美新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我县解放后新编第一部县志，经过编纂人

员的八载艰辛，数易其稿，现在终于成书出版。它对我们认识县情、

探求规律、正确决策，为后人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借鉴，无疑会起到很

大的作用。这是值得我县24万人民庆贺的一件大喜事。值此新编

《金溪县志》出版之际，我代表金溪县人民政府，向为《金溪县志》

编纂和出版付出辛劳的领导、专家和编纂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

心的感谢! ；

‘

编写志书，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是一项千秋大业。金溪从宋开

始，历朝相沿不衰。我县始建于北宋淳化五年，从南宋景定至清同治

九年，曾先后修志九次。南宋景定和明永乐年间，虽然都修成过县

志，但因遭兵燹而遗失不传。至今所存者，只有明嘉靖六年修、清康

熙十一年张士任修、康熙十一年王有年修、乾隆十六年修、道光三年

修、道光六年修、道光二十八年修、同治九年修八个版本，且散藏于

北京、上海、南京、重庆j贵州以及日本东京等地图书馆。这些版

本，对全县舆地沿革、学校教育、事功宦绩、金石艺文、名胜古迹等

等，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我县极为珍贵的史料。然而，自清同

治九年以后百余年时间，终因时局关系，无暇顾及。

县志，是一种地方志书，是一县之百科全书，为“鉴前世之盛

衰，考当今之得失”，俾便后人“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之巨著。新编

《金溪县志》，秉承“资治、教化、存史”的宗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

则，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以及

“人民为主，经济为主”的编纂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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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以及新的资料、新的方法，贯穿古今，广收博采，重铸新篇，记述

了金溪县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政治军事、经济情况、文化教育、

风俗习惯、人物胜迹等各方面的演变。上下千年，纵横百里，凡重大

事情，均有记载。因此，编纂这样一部事实确凿，观点正确，内容详

备，体例完善，彰其盛事，志其业迹，记一方之历史，激千秋之爱

憎，使人“去恶而趋善，舍邪而就正”的新县志，7乃是惠及子孙后代的

一件大事。尤其在当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更具有承先启后，服务“四化”的重要意义。可以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

素质，鼓舞人民为家乡、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去英勇拼搏。

金溪位居赣东，地处鄱阳湖与武夷山脉的过渡地带，历史悠久，

山川秀丽，物产富饶，民风淳朴，物华天宝，地灵人杰，学者名流，

奇伟之士，颇不乏人。早在大革命时期的1928年8月，金溪就建立

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志士仁人为推翻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县人民团结奋斗，改天换地，重整乾坤，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励精图

治，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开创了新的局面，推动着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所有这些古往今来人们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英

勇斗争与伟大业绩，理当载入史册，长存于世，彰往昭来，发扬光

大。愿全县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团结奋斗，自强不息，锐意改革，

开拓前进，继续以辉煌的成就谱写新的篇章，载入新的史册!

一九八九年十月



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记人载事，统合古

今，详今略古。

一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和建置区划、自然环境、居民、政党、政权政

协、政法、民政人事、军事、群众团体、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

商业、财税金融、综合管理、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文物胜迹、方言轶

事、风俗宗教、人物等刀篇组成。

三、时间断限，上起所载事物的发端，下限一般截止1985年底，个别门类

适当下延。

．四、历史纪年，历代封建王朝仍照旧称，用旧纪年；中华民国用民国纪

年；旧纪年和民国纪年均央注公元纪年(同一节内，只在首次出现时夹注)。解

’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志书所称“解放前”、“解放后”系以1949年5月7日金溪

‘解放时为界。

五、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用

现行标准地名。中国共产党金溪县委员会在志书中简称中共金溪县委或县委，

金溪县人民政府简称县人民政府。

六、各项数据，一般用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则采用各有关单位数

字。解放后历年各项涉及+价格数字，除作过说明的外，均为当年价。凡称以

上、以下，均包括本数在内。

七、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词、词汇、成语、专门

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用汉字；百分此用阿拉伯字；几分之几用汉字；

旧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字。

八^人物。生人不立传，以卒年为序排列；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

撇?’，们扳队枕站肋刚蜞扎徘僦』健．枷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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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籍县、团级以上干部，副教授(含相应职称)以上科学技术工作者，援外

人士和受省以上党、政、军部门嘉奖者，均分别列表记载。

九、资料来源有四：一是旧志史料，二是抄摘省、地、县有关档案资料，

三是广征博采访问调查资料，四是县属各单位直接提供资料。

十、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同时附录一些文献、考证、省属

驻县企业和边界地区党、政组织情况及客籍人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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