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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I·

J事 言

龙南．，赣之南疆，山川秀丽，物产富饶，历史悠久，人文荟苹。今

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欣逢盛世，新志垂成，思今抚昔，感慨颇多。

新志编纂，历时十一载，数易其稿，百万余言。纵览全书，龙南之

位置面积、建置沿革、人口民族、自然条件、经济情况、文化科学、文
'

物胜迹、民间习俗、著名人物乃至重大事件等；莫不灿然可指，可谓

内容博而不滥，记事核而不伪，体例严而不拘，语言质而不繁，乃是

一部既富时代特点又可供查考实用之资料全书。于后人考自然而思

利用，稽经济而思发展，审人文而思培养，鉴古事而揆今后将大有裨

业
监。

定稿付梓，受编委之托，谨书片言，权作为序。．

龙南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国洪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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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则，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按照详今明古的原则实事求是记述龙南的历史与现

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达到“资治、存史、教

化’’的目的。

二、本书首设概述、大事记，中设建置区划、农业、工业、人物等

共28卷，最后设续记与附录。首尾部分不入卷序。中间28卷依现

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方法平行设置，除人物卷分传、表、录三部分

记述外，其它各卷下设章、节，共设96章307节。

三、概述、大事记及一至二十八卷下限断至1985年，所用时间

‘名词“今’’指1985年底。续记与附录延至1 994年春。全书上限追溯

到有史料可考之时c』

四、体裁和表现形式主要有述、记、志、传、图、表、录、考8种，以

志为主体。述即概述，综合记述龙南的发展概况；大事记按编年记

事，纵述龙南地方史，重大事件历时较长亦作跨年记述，以示本末。

·图、表、录分别随文排在有关章、节之中。

五、立传人物都为在龙南有贡献有影响的已故人物，以县籍人

物为主，兼顾在龙南长期定居的外县、外省籍人。由于受资料等的限

制，有些人物只作简介。

六、本志中的称谓，如地名、官职、各级政府等，均依当时的历史

习惯称呼，必要时加注释。首次出现的专用名称使用全称，以后采用

简称，如“中国共产党龙南县委员会’’简称“县委’’，“1949年8月19

日龙南解放后”简称“解放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简称“建国后’’。

七、解放后暨建国后以公元纪年。其它历史时期，除记述新民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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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革命外，概用历史纪年：其中清代以前的历史年号在每节首次

出现时夹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仅大事记中注明公元纪年，其

它地方不加注。

八、本书用语体文记述。志类采用记叙体。对旧县志中被歪曲

了的历史人物和少数有错误的史料，本志通过“考’’等形式予以订

正。

九、数字书写采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

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局

1987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十、本书资料主要来自各级档案馆档案、图书馆藏籍、历修旧志

和各单位的专志，有些则为当事人或知情人提供。编纂时除叙述中

有说明和必须加注的地方外，一律不注释资料出处，仅附录中将各

‘部门的专业志及主要史料列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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