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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以任职先后为序)

李天森张亚芬
副主任苏元德庄培松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卢有能余日健李甘桃吴荣寿吴添火沈辉煌张 昌
张洪川

下设办公室
主任苏元德(兼职)
副主任吴荣宗(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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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南靖县志》是一项重大的地方文化建设系统工程，它在改革开

放的新形势下问世了。这是南靖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

南靖自元代建县以来，共修过6部县志，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县情
史料。新编《南靖县志》是第七部县志，它体例完备、资料丰富、特点突
出，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远远超过6部旧县志。这部新志，积累和保

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供后人借鉴。它象一座特别的剧院，演出

了千百年来南靖人民威武雄壮的精彩戏剧；它象一位博识而热情的艺
术大师，将带你漫游万花筒般的大千世界。这里有你一往情深的热土，
有你分享喜悦的成果，有你探索规律的新知；这里有悲剧、喜剧、正剧同
台演出，展示南靖风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团结的风姿，它将鼓
舞人们迈向光辉灿烂的21世纪。总之，一册在手，洋洋大观，它不仅对
了解南靖的昨天，认识南靖的今天，开拓南靖的明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

义，而且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和革命情操，也都具
有深远的现实意义o

。

新编《南靖县志>，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靖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历
程。用无数事实说明，只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有新南

靖。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坚持改革开放，南靖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才有确切的保证。

编修地方志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

业。新编《南靖县志》，纵贯千年，横跨百科，诚一方之全史，是传世之
作。我相信，它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o

， 谭培根， 佯培芹艮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谭培根同志系中共南靖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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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南靖县志》，在县方志委和全县修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历

经十二个春秋，五易其稿，终于问世了。这是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

中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在此，谨向各个部门、全体修志人员

和关心支持县志编写、出N-Y-作的各界人士致于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

感谢! ≯0’0‘‘
南靖历史悠久，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人才辈出。近半个世纪以来，

无数仁人志士在这片热土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前

-仆后继，用他们的智慧、汗水和热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改革

开放以来，全县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戮力同心、励精图治、艰苦奋

．斗，开创了南靖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局面，现载入史册，长存于世，以

彰往昭来，发扬光大o

编修地方志书，乃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据史料记载，南靖修志始

＼ 于明代，此后历代多有续修，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断于民国37年(1948

年)，迄今已有半个世纪。其间风土人情、人文地理虽不甚远，但星移斗

转，光景迥异，不乏可歌可泣之人和可存可传之事，若不抓紧抢救这份

’文化遗产，恐湮没弗彰而有愧于后人。

鉴于历代旧县志重人文、轻经济，重礼教、轻科技，且采访、编纂颇

多阙略、舛误。新编<南靖县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南靖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

状，尤其以翔实的资料记载了新中国诞生以来，南靖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业绩，充分表现了南

f 靖人民勤劳勇敢、奋力拼搏的精神风貌。“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南靖

县志》作为一部独具地方特色的百科全书，将对南靖县的社会主义建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起到借鉴和指导作用，也必将有助于海内外朋友认识南靖，了解南靖，

扩大与南靖的合作与交流o

“铁马金戈待征鼓，只争朝夕启新程”。南靖县现代化建设事业方

兴未艾，她将以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姿，屹立在闽南金三角。愿全县人民

在新的历史征途中，和衷共济奔小康，开拓前进创新业，把握大局，再接

再厉，以更加辉煌的业绩，为迎接光辉灿烂的二十一世纪而奋勇拼搏!
· 寥寥数语，是为序o

j。 二九九六年冬于荆城
(罗春生同志系南靖县人民政府县长)

／。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为全面记述南靖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明正德十三

年(1518年)以前记述范围包括今平和县，1957年以前记述范围包括今

龙海县程溪镇和漳浦县南浦、马苑、龙溪墟等地。 ．

，。

三、本志统合古今，详今略古，上限力求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断

于1990年。大事记延伸到1994年。1991～1994年重要史实以“补

遗”形式附于志末。

四、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分志以及附录等组成，辅以地图、表

格、照片。概述综述县情；大事记记述全县历史发展脉络；专业分志按

科学分类和现代社会分工的原则，分设44卷；附录收载重要文献资料。

五、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记述。概述夹叙夹议；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兼

记事本末体；专业分志均采用记述体，寓观点于记述之中；附录则按原

件载入6文字采用国家正式颁布的正规简化字。
‘

六、人物卷分传、表。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对社会发展

有较大贡献和较大影响的南靖籍的人物为主，对长期在南靖县居住的

有较大贡献的非南靖籍的人物也予以立传；人物表含已故者和在世者。

七、本志历史纪年表示法：封建王朝年号括注公元纪年，朝代年号

用汉字书写，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民国纪年，每节首次出

现时括注公元纪年，其后从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

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月、日记法：汉字表示阴历，阿拉伯数字表示阳

历。

八、数字书写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公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入志的统计数据，大部分以政

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一部分采用单位提供的数字。所用产值，

除括注外，均为当年价。 。7． 9

九、历史上典章制度、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按当时当地习惯称
呼。

十、本志货币单位表示法：历史上的货币单位均按当时习惯使用的

货币单位记述。1949年9月至1953年流通的旧版人民币，一律换算

为新版人民币单位。 一

十一、本志计量单位表示法：民国时期及其以前的计量单位按历史
习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制。 一．

十二、本志资料来自有关档案材料、旧志、家谱、报刊、专著以及有

关人士口述资料，均经考证鉴别后入志，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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