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彳季
新编《南城县志》已纂就。县委、县政府及县志办公室以我曾在南城

工作之故，嘱余作序。盛世修志，可喜可庆，继往开来，意义深远。于是

欣然命笔，略书数语，聊以为序。

地方志是地方的历史文献。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

统。千百年来，盛世修志之举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其作用都在于存史资

治，以史鉴今p。我们今天借鉴历史经验，着眼当今现实，编修新志，为四

化建设服务，实为一桩于国于民大有裨益的大好事。‘ ．

据文献考证，南城是江西建县最早的十八个县之一。此地资源丰

富，土地丰腴，物产丰饶，地气殊异，江山炳灵，名胜古迹遍布全县；世多

才子，代有人杰，名人志士迭相竞出。南城又是一块具有光荣传统的红

色土地，她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英勇．斗争历史，堪为今天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的生动亲切的乡土教材。建国以后，南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

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使南城

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南城更是万

象更新，百业兴旺。所有这些，都为编修南城县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南城县此次编修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系统、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全县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记载了本地的自然地理、风土民情，为

国家、社会和子孙后代集成了一部朴实严谨全面系统的百科资料。新志

在编纂体例和方法上，采取了批判继承旧志传统，详今略古：真实反映
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的做法，体现了新的观点、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的

统一，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足以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

用，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诚然，《南城

县志》在资料的收集编排和新志书的创新方面，也难免会有某些不足，
还有待于国内专家同行的指正和后世来者的增补。 ，

我有幸于1960年至1970年的十年M在南城县委X-作。其间历纠／，

．'
‘

j}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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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政治运动的反复和加剧，直至“文化大革命，，的

动乱和磨难，亲身感受了南城跳动的时代脉搏和前进的历史步伐。现

在，历史的曲折早已过去，改革的。浪潮蓬勃兴起，南城又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时期。我希望，这部新编县志，能够有助于激发南城人P爱国爱

乡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激励南城人民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

论和实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推进南城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更大发展。这正是我们所以编修地方志书的一
个重要目的。

1987年10月12日

注：作者曾任中共南城县委书记，作序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现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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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各方面几年的努力，《南城县志》即将出版，这是件值得庆贺的

事。《南城县志》是南城人民的一面宝鉴，借助它可以I了解过去，认识现

在，展望未来i借此机会，向为编写《南城县志》付出辛劳的同志们致以

一崇高的敬意!

南城历史悠久。考古工作者在武岗山发现的石斧、石锛等磨制石器

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生。

息、繁衍。南城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建县5为江西建置最早的。

十八县之一。南城山河秀丽。位于县城西南十里‘的麻姑山，秀出东南。

此山兼有“洞天"、“福地’’之胜，风景优美，许多名胜古迹点缀其间。盱江

．两岸，武岗山、从姑山、赤面石群峰竞秀，构成一幅奇丽的画卷!南城文

，化发达，人才辈出。唐宋以来，曾产生过思想家李觏、罗汝芳，政治家程
矩夫、戏剧家郑之文、文学家张升、女诗人景翩翩等名人，近代更涌现出

罗英、黄强等一批著名学者。南城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南宋时，

南城人民进行过抗金斗争。明代，邓茂七领导的福建农民起义，威震八

．闽。清代，太平军在建昌转战十载。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彭

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先后来过南城，指导革命斗争。

r南城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为赣东的鱼米之乡。然而，在

解放前，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强取豪夺，特别是三座大山的黑暗统

治，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却是满目疮痍，衰微破败。尤其是在民国3l

。年(1942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南城，一把大火，将有千百年历史

的建昌古城焚为二片废墟，令人切齿寒心。． 一

新中国建立后；历史揭开了新篇章。勤劳智慧的南城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二．

其间，虽然经历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曲折，但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贯彻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全县面貌发生了

巨大变化，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都得到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乎厂／
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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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提高。历史揭示了一条真谛：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有了优
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南城人民的今天。

当前，南城人民正振奋精神，锐意进取，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和全国人民一道，在进军“四

化"的道路上，继续谱写灿烂辉煌的历史篇章，让可爱的家乡南城变得
更加可爱。

1987年9月1 6日‘

注；曹二俚，1977年4月至1987年7月任中共南城县委书记，现任抚州地区行署副专员。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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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素称礼乐之邦，又号文献之府，编史修志源远流长。宋绍兴二

十九年(1 1 59年)，首修《盱江志》十卷，淳熙、开庆两度重修；明代于景

泰、正德、嘉靖、万历四次重修府志，并于万历七年(1 579年)编成第一部

《南城县志》；清代于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年间四修府志，六修县志。但
由于历代屡遭兵燹，各志多已佚亡，现本县仅存正德、同治两部府志，道

光、同治两种县志。旧府志、县志是我县珍贵的文化遗产，然而，它毕竟
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官修的志书，具有明显的阶级与时代的局限，尤其
是对同治十一年(1872年)以后一百多年的重要历史未能记载，形成空
白。因此，编纂一部具有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社会主义的新《南城

县志》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大好形势，创造了“盛世修志’’的有利条件。1981年，我县正式开
始新《南城县志》的编修工作。几年来，工作人员在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

众的大力支持下，广征博采，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历经寒
暑，精心编纂，终于完成了任务。

这部县志是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编纂的，具有鲜

则，坚持存真求实、秉笔直书的原则，注意体现地方特色，力求做到资料

指教。值此县志纂成之际，我谨代表《南城县志》编纂委员会j对给。予我

；-； 1989年1月5日

等组_部副部长。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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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底中共南城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了重新编纂《南城县志》

的决定。在连续三届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工作人员辛勤笔耕，

数易其稿，历经九载，终于胜利完成。在编纂过程中，上级业务部门给予

了精心指导，县内外专家学者给予了热忱帮助。在此，我们谨代表中共

南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向为编纂《南城县志》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致

以深切的谢意!

“知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部县志全面系统地记叙了南城各个

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的荣辱与兴衰，是我县各级领导干部的“资治之

书”，为我们正确认识县情，作出科学决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依据；

这部县志生动真实地记载．了南城秀丽的山河、富饶的资源、悠久的历

史、灿烂的文化、杰出的人物，是激发全县人民爱家乡、爱祖国崇高热情

的乡土教材；这部县志记述了我党在各个时期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的英雄业绩，展示了建国36年来我县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全

县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同时，由于

它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具有较高的存史价值。

总之，新编《南城县志》的问世，是我县人民的一件大事，是我县思

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它对于我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希望全县人民珍惜它、爱护

它、继承它、发扬它，使它在建设南城的壮丽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1

1989年11月23日

注：王扬光现任中共南城县委书记。揭国雄原系南城县人民政府县长，1989年12月调任

中共崇仁县委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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