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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乘伟大祖国盛世修志之东风，新编《会昌县志》六经寒暑，编摩

数易，终于问世了。这是一部尊重史实、观点正确、内容详备、体例

完善、体现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的新县志。它“百科皆备"，述往昭来，．

实为承前启后，教育今人以至后人建设会昌的珍贵参照。

会昌置县始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 迄今1007年，

宋、元、明、清4代曾9次修志，但仅存清康熙、乾隆、道光、同治

4个版本。旧志史实浩瀚，风格矜重，文笔流畅，虽不失为世代可鉴之

作，只惜时代局限，观念陈旧，纲目不全，某些史实亦难免以曲掩直，

这较之于新志则明显不及。
‘。

会昌，地处江西南端，山川秀丽，物产富饶，素称油米之乡。同

时它在现代史上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粤赣省治所在

地。毛泽东主席和一批革命先辈在此进行过较长时间的伟大革命实践。

人民群众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先后有7700多优秀儿

女为了人民的利益英勇献身，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新中国建国40年，会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光荣的

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的胜利。特别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上下

励精图治，打破近代历史形成的自我封闭状态，致力改革开放，百业

更加兴旺。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某些措施上的失误，使会昌的优势

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速度受到了一定的r

影响。往昔的功过是非，经验教训，在新编县志中都作了记载，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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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正镜旁鉴。

’我们受命来会昌主持党政工作时间不长。当我们踏上这块洒满革

命先烈鲜血的土地，翻阅会昌光荣的史册，接触这里勤劳的人民，目

睹这里富饶的物产矿藏⋯⋯深感受命不凡，任重而道远，奋发之情不

禁激荡胸怀。我们决意在实践中认识会昌，研究会昌，将热爱会昌之

情化为振兴会昌之志。凭借会昌丰富的自然资源，地利、政通、人和

的有利条件，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农业、矿产、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

粮食、甘蔗、烤烟、林业、水果、茶叶、锡矿、盐矿、建材九大产业

基地，全面发展科技教育、能源交通，优化生产条件和政策环境，争

取到公元2000年使全县人民生活步入小康水平。

编修县志，工作浩繁。中共会昌县委、会昌县人民政府一直非常

重视，在人力财力上给予了充分支持。省、地地方志编委会和顾问欧

阳发、汪振尚等同志进行了精心指导和修改。值此成书之际，我们代

表县委、县政府向为志书的编纂和出版殚精竭虑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

谢意。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愿会昌人民不忘毛泽东主席

当年寄情会昌的诗句，珍惜历史，继往开来，艰苦创业，以新的更伟

大的业绩谱写更加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新篇章。

中共会昌县委书记 沈运煊

会昌县人民政府县长 黄光南

1989年1 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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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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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分志、附录四大部分组成。分志部分

采用卷、章、节、目体，共设34卷161章490节。．． 。．

。三、本志记述时限，上起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建县，

下迄1985年底。个别事件，为保持事物的连贯性，适当上溯与下延。

人物卷的人物传延伸至1988年底。县领导成员名录下限至1990年底。

1986至1990年有关人物表作为续补收入附录之中，。 ．一．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体。

概述，统摄全书，夹叙夹议；大事记，纵贯古今；以编年体为主，个

别事件采用纪事本末体；分志部分，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只记事实，

不作评论；横排竖写，以横为主；政治部类为区别事物的不同性质，宜

横则横，宜纵则纵，纵横结合，因事制宜。
· 五、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简称“建国前”)采用

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同一旧纪年在同-节内，只在首次出现时夹

注)，中华苏维埃时期(简称苏区)用公元j}己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简称“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解放后"，专指中华民国(简称

民国)38年8月22日会昌解放至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

这段特定历史时期。 ，

六、苏区的史实和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单独列卷，分散于

大事记和有慕分志中记述。一1

． l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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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数字书写，遵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1986年12

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各项数据，凡

县统计局有的则采用县统计局的资料，统计局缺漏者，采用主管部门

的资料。

八：建国后行政区划，1958年至1983年期间以公社、大队称；其

前其后，以乡、村建置称。

九、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如：县苏维埃政府)，再次出现时用

标准简称(如：县苏)。古、旧地名，以当时习惯称，括注今名。计量

单位，使用当时习惯用法，旧人民币，一律折成新人民币。

十、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档案、图书馆藏籍、本县各

部门各单位编写的部门专业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文字，为节省篇幅，

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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