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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时代第一部《平和县志》出版发行，乃平和人民一大喜事t

值得庆贺!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平和自明正德年问建县以来，

修过五部县志，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县情史料。惜自清道光十三年

(1833)之后，县志断修，史实失载。此次响应国务院的号召，新编了《平

和县志》。志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通古今，继往

开来，以“补史之缺，纠史之错，续史之无"的崭新篇章，不但使平和一百

多年的历史空白得以填补，而且使平和四百多年的历史面貌重现真情，

尤其是把平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桎梏，夺

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光辉历程和创业奇迹载入史册。这是完全必要并有深远意义

的。固然，走过的道路坎坷曲折，付出的代价沉重高昂。然而，它向人们

昭示：勤劳勇敢的人民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文明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地芎志的价值，在于它具有“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这部洋洋

130万字的《平和县志》，其卷帙之繁、跨时之远、涉面之广、内容之丰是

前所未有的。对于了解、认识平和县情，研究、借鉴平和历史，开拓、振兴

平和未来，进行爱国爱乡教育，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地方百科全书。

我们有幸在平和工作期间，为本届修志尽点责任，感到欣慰。县志

的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应该感谢全县各部门的积极配合，感

谢全国各地的平和乡亲及侨胞、港澳台胞的大力支持，感谢全体编写人

员的辛勤劳动，感谢上级领导部门和各地专家、学者的热心指导。

常言道：“前事不忘，后事之9币"。愿平和人民“以史为鉴"，温故而知

新，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艰苦创业精神，再接再励，奋发图强，在新的

历史时期谱写更加壮丽的社会主义新篇章。

中共平和县委书记方清海

平和县人民政府县长黄永坤

一九九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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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以及附录组成。概述综叙县情。大

事记采用编年体兼记事本末体，记述全县历史发展脉络。专志设35卷，

以章、节、目体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人物卷分传、录、表，入传人

物以本籍为主，按卒年先后次序排列。生不入传，录、表则生卒并收。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记述平和的历史与现状，详今略古。

上限追溯所志事物之发端，下限一般截至1988年底，概述、大事记至

1990年，个别门类的内容延至志书成稿之时。

三、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文字以国家正式颁布的简化字为准。

四、平和置县时间，历代史志存有明正德十二年、十三年、十四

年三种之说。本志依据旧《平和县志》，取明正德十三年。

五、历史纪年的表示，民国前以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

国年序不括注公元纪年，阅者以民国年序加1911年即为公元纪年。中

国共产党活动采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

9月1 7日平和县解放自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

为“新中国建立前(后)"。志书所称“××年代"，均属20世纪。

六、本志记述的政区及机关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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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范围以现行政区域为准，历

史上曾隶属平和，现已划归邻县的地区，一般不在记述之中，有关统

计数字如析出，则附注说明。

七、本志记述的人物，一律直呼其名，官职则依当时当地的习惯

称呼。

八、本志应用的度量衡单位，除历史上习用的单位之外，均采用

今国家规定的标准公制单位。货币一般按各时期原计量单位，解放后

的人民币值均为新版人民币值。

九、入志的统计数据，大部份以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一

部分采用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所用产值，除括注外，均为当年价。数

／乙



的书写，按1 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公布的《关于出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本志资料来自档案材料、正史、旧志、家谱、有关报刊、。专

以及有关人士的口述资料，经考证鉴别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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