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孓厂善髯0影2

———，，

一≯／
鎏』一二，一

．i1 1，

I蔓

-—÷■∥鼍



(，弼厂



县志封面题签说明

中共德安县委，曾于1958年，成立党史，县志编辑办

公室，编写《德安县人民革命史》，《德安县革命烈士传》、

《德安县志》三部书。1960年，函请董必武题写《德安县人

民革命史》封面．谢觉哉题写《德安县革命烈士传》封面．郭
、。7 沫若题写《德安县志》封面。

一一前两部书，已于1963-年，内部铅印出版。唯独《县志》只

写完了地理部分初稿，后机构撤销，编写中断，以致郭沫

若作古时，仍未见《德安县志》出版，这是一件憾事。相

隔30年后的今天，经过改革和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出版新

· 编《德安县志》，使郭沫若的题签正式和读者见面。

， 德安县志编纂办公室

199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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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过去的历史，是为了有助于认识现在，并有利于规划未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以

科学态度来编写新县志，其且的是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

建设服务。．
· ·

从初步发掘出的古文物来看，我们祖先在这里对古文化的发展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

各个历史阶段，德安人民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过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近代革命斗

争中，．德安儿女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建立和坚持了赣北苏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

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不断取得新成绩。在这一光辉的历史过程中虽有过曲折，但毕霓

是在前进，这些方面将是新县志与旧县志的不同之处。

德安，山青水秀，资源丰富，人们如能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必为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为丰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奠定良好基础。

祝愿德安县志编纂办公室同仁大胆创新，使新县志具有新风格，成为教育人民，促进四

化建设的信史． 一

’’

前国防科工委后勤部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杨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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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国史乃大史，县志乃小史，小史是大史的补充，在许多问题上又比大史详细，故县志有地

方百科全书之称。历来政治家和地方官员，都把县志作为资治之鉴，一次又一次修纂。

‘德安县志)创修于明正统八年(1443)，七修于清同治十年(1871)。此次是八修，从七修

至八修，有一百多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翻了沿袭两千多年

的封建王朝，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消灭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光辉艰难曲折的历史，既要载入国史，还要记入县志。今天新编县

志，意义重大，任务艰巨。

在抗战期间，德安县政府文书档案，全遭日本侵略者毁灭。而民间资料，在。文革廿中又

被当作。四腰”破除。资料缺，事件多，要完成新县志的编纂，诚非易事。为了准确有据地把

新县志写成信史，对同治十年(1871)至建国前夕的资料，县志办公室的同志翻阅了藏书甚富

的北京、上海、南京、中山，重庆．、湖南等大图书馆的有关目录和卡片，在汗牛充栋的图

书中抄摘复制资料。披沙淘金，集腋成裘，几经寒暑，编完了县志初稿。

社会主义新县志，要求史实、观点都正确，我们聘请了十四位专家作顾问，共同对初稿进

行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定稿付印。

承先启后，鉴古知今，振兴德安，日新月异．

中共德安县委书记萧永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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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者，记也。方志者，一方之百科全书也。国有史，县有志，史志相表里。观览县志，熟

知该县地理之变迁、经济之盛衰、政治之得失、文化之发展、风俗之淳漓，人物之览愚，其于鉴

古察今，继往开来，裨益诚匪浅也l

欣逢盛世，秉笔修志，服务四化，惠及后昆·

德安县县长周雍强
，‘



．凡 例

．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兰中全会以来

韵路缘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相统一。

=，本志通贯古今。上限一般追溯到事物在县域之发端，下限至一九八四年，有的事物

记述至付印时为止。按照详今略古原则，着重叙述德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 ．

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三，本志用纲目体，多框架，横分门类，纵写史实，以卷为纲，卷下分目，条目式的编写法。

全志分‘概述·大事记'、‘建置区划’、‘地理'、‘人口，、‘党派团体’，‘政权’、‘军事，、‘民政'，

l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科技，、‘农牧'、‘林业'，‘水利水电水产'，‘工厂矿山’，‘交通'，
。

‘邮电'、‘财政金融'，‘商业)、‘粮食’、‘民俗>、‘胜迹文物'、‘艺文’、‘人物'，‘附录'二十五

卷。另以卷首刊新志序言及部分摄影，共二十六个部份组成。

四、本志采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记述。对古诗文和古人语言，保持原来面貌，不作译

释。

五、本志对历史纪年，建国前，以汉字记中国朝代年号，用括号注明公元；建国后，用公

元纪年。

六、本志坚持生人不立传的原则。立传者均属历史上有贡献有影响或为革命为民族而

， 牺牲的人物。分‘县政名人列传'、‘本籍人列传’、‘寓贤列传’、‘革命烈士名录’、‘抗日志士名

录>五大部份表述。生人确有卓著贡献者，分别在有关卷以事系人。旧志中人物刊入新志，

只在文字上作适当的疏通，不用语体文改写，在传末注明原刊某史某志。

。 七，本志度量衡单位记数，建国前一律用当时通用名称，如：担，石、斤、两、钱、分、厘、

毫、丝、忽、纤等，并用汉字记数。建国后各项数据，则用阿拉伯数字表述。

八、记载山水、名胜，古迹，附前人到此游览诗文，地以人传，既可使山水增色，又为发展

旅游事业提供依据。

九、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不单独立卷，分别在大事记和有关卷中记述。

十、本志使用资料，凡古籍、古碑、方志、家谱、名人撰碑传、近现代省级以上出版物，均

注明来源和作者。其它如口述资料、手抄资料、油印资料、普通摄制照片，则不予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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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县人民政府编纂县志文件

德安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12月31日，以德政发第143号文件，发出‘关于成立德安

县志编纂领导小组的通知'，以陈绍铨、吴先桢、张文卿、孙自诚、夏明燎五人为领导小组成

员。具体分工l

组长。陈绍铨(县长兼)

副组长。吴先桢(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兼)，张文卿(县委宣传部长兼)

编纂办公室主任t吴先桢(兼)

副主任：孙自诚 ．

主编：孙自诚

德安县人民政府，鉴于机构改革后的人员变动，决定调整“德安县志编纂领导小组，，子

1985年3月4日，以德攻发9号文件，发出‘关于调整德安县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以萧永政、张文卿、毛春莲，吴先桢、孙自诚五人为领导小组成员。具体分工。

组长t萧永政(县长兼)

副组长：张文卿(宣传部长兼)

办公室主任：孙自诚

主编：孙自诚



德安县志编纂领导小组

为编好新县志征集资料

启 事

德安古称敷浅原。汉朝、三国、晋朝为历陵县，隋唐时先后划归柴桑、浔阳等县，五代杨

吴乾贞元年(927)改称德安县。

德安人才辈出，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德安县志'创修于明正统八年(1443)，二修于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三修于明万历五年(1577)，四修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五修于清

康熙十二年(1679)，六修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七修于清同治十年(1871)。这次新编县

志算是八修。从七修到八修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内，我国经历了帝国主义列强

势力侵入、戊戌变法维新、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

主义社会。新县志将把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把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客

观地记载下来。为此，特征集如下资料t

(一)历代德安地方政府散失在民间的文书档案，告示、嘉奖令、委任状、粮串、传票、判决

书、报纸、杂志、政治军事团体照片，(二)历代王朝授于德安人的圣旨、诏书、敕令；(三)历代

德安社会集团和学校的会刊、校刊、同学录、同乡录、金兰谱，题名录、纪念册、章程，照片I

(四)历代德安工商业的证书、帐册、契约、商标、广告、传单，以及发行的纸币和流动券；(五>

历代德安的兵灾、匪灾、虫灾、瘟灾，旱灾，风灾，水灾，地震，彗星等纪实文字，特别是日寇屠

杀德安人民的暴行记录；(六)历代德安籍和曾侨居过德安的革命先烈、名流、学者、举人、进

士、翰林，留学生，博士，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作家、艺术家，地师级以上军

政人员，县知事、县长，中共的德安县委书记等人的著作、创造发明、简历，照片(画像)、函

电、讲稿、证书，奖状、墨迹I(七)德安民间的家谱、文契、奇闻、轶事、民歌、民谣、民谚，戏

曲，(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德安的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渔业、水利、财政、商业、文化、教

育、卫生、交通、邮电等主要成就和群众场面的照片；(九)德安出土的重要文物、陶瓷、青铜

器、桥碑、诗碑、纪念碑、墓志、地券，(-19采矿开山发现的各种化石。

提供资料不论是文字、实物、复制品、照片，均表欢迎。愿意赠送的，按贡献大小，发奖状

或通报表扬，愿意借阅的，妥善保管，用后奉还，如有损坏，负责赔偿，凡是提供资料人的亲笔



坦：釜塞墨重：堑塞童塾宣蔓

‘或请人代书)撰写的稿件，根据价值大小，付给实物或现金作为酬谢。

欢迎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寻找线索，代予征集，如本人无能力撰写或无时间收集，请来

函来电县志办公室联系。

(请宣传、请张贴)

1082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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