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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1

新编《泰宁县志》即将出版，它是时代的新篇，精神文明建设的成

果，是全县人民的一件特大喜事，可庆可贺!

我们籍贯虽然不是泰宁，但泰宁是我们可爱的第二故乡。在这里工

作的岁月里，我们一直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同生活，共战斗，追

溯过去，畅谈未来，融融乐乐。’

泰宁县城，是座闽西北历史悠久的古老山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

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泰宁古称金城场，唐乾封二年(667)置归

化镇，后改场升县，宋元桔元年(1086)改名泰宁。宋、明两代为该地的鼎

盛时期，人杰地灵，物阜民丰，曾有“汉唐古镇、两宋名城’’之称。悠久的

文化古城给泰宁人民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美的古代建

筑。如有天下第一团——梅林戏；天下第一湖山——金湖；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尚书第；一柱插地不假片瓦的奇特建筑——甘露守。这

些锦秀画卷，已构成丰富的旅游资源，形成大武夷绿三角旅游区，是块

旅游开发的热土。

泰宁，历经漫长的岁月，工农红军曾二次进驻县城，播下了革命种

子。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泰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继，浴

血奋战，先后有数百名优秀儿女英勇献身，成为全国二十一个老区县之

一。建国以后，全县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这桩桩“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在整部志书

中大书特书，给人民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泰宁县志》是一部“百万字皇堂巨著、千年事熔铸一册”之作。我们

相信，它的出版，将对泰宁县的各项工作起到鼓舞和促进作用。

中共泰宁县委书记杨瑞清

泰宁县人民政府县长朱学伦

199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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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1

一、新编《泰宁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泰宁县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

务。 ．

二、全志贯串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下限至1 987年底，但个别

有重大影响的新事物、新成就，延续到本志出版前。

三、全志首卷设《概述》，总叙泰宁全貌，次卷为《大事记》，纵述从古

至今的大事、新事、要事。主体按横排纵写原则，下设37卷，记述各行各

业简史和现状，反映各项事业的发展规律。

四、为突出地方特点，对本省十佳风景区之一的金湖特设专卷。为

点醒眉目，有的专卷前设无题小序，用短文提示梗概。

五、全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

六、人物卷遵循生不立传原则，入志传主以本籍为主，近代人物为

主；个别籍隶外地，而在本地活动过且有重大影响的已故人物也给予立

传。凡在世人物，确有贡献者，采用以事系人，在各卷分述lo革命烈士编

入《英名录》。

七、凡所选用来自旧志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以及有关部门提供

，的资料，经考证认定可靠的，一般不注明出处。对于摘自报刊杂志、个人

回忆录的资料二概注明出处，以备查考。
．

八、凡政府机构和职官名称，均按当时的历史习惯称呼，不加政治

性定语。

九、历史朝代，沿用明、清、中华民国等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简称新中国建立前(后)。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1％0年2月

9日(含2月9日)泰宁县解放之后。

十、历史纪年，清代及以前用朝代、年号、年份，并加注公元纪年(只

写阿拉伯数字，省略“公元”和“年’’字)，民国时期用民国年份，并在本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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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节首次出现的年份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则一

律用公元纪年。

十一、全志用规范的语体文。数字写法，按国家语委等7个部门《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用阿拉伯字书写。专用名词均用全

称，有些文字较多的常用专用名词，为引文简练，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并加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为“新中国"。

十二、全志各项数据，一般用本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各

有关单位经核实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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