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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新编《光泽县志》在深入改革、经济腾飞、

政通人和的盛世中出版问世，实为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

成果，是值得全县庆贺的一大喜事。

光泽，山青水秀，资源丰富；理学之邦，地灵人杰。但在漫长的

旧中国，光泽贫穷落后，广大劳动人民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新中国

成立后，经过40余年的社会主炙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旧貌已换了新颜。如今的光泽，已是全国第一个

实现农村初级电气化的县，是荣获国务院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

位"称号的国家商品粮基地县，是超过国务院规定标准的基本扫除文

盲县，是消灭了鼠疫、疟疾、血丝虫、地甲病、麻风病等传染病的卫

生之乡。县内工业门类齐全，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城市建设日新月

异，．市场繁荣兴旺。当前，光泽人民正遵循邓小平同志所指引的建设
●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实施开放、开

发举措，加速振兴光泽经济。在全面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立

足于本地优势，突出做好“水”的文章，搞好“五个系列”开发，即

水电系列开发、水产系列开发、矿泉水系列开发、酒业粮食转化系列

开发、水资源旅游系列开发，把本县得天独厚的天然之水转化为巨大

财富。我们深信，有着光荣传统的光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

会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谱写出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光泽自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建县，迄今已1015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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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一

期间曾12次修志，8次成书。此次编纂的《光泽县志》，全书120万字，

是本县有史以来内容最丰富、范围最广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百科

全书。新编《光泽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秉

承“资治、教化、存史"宗旨，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统合

古今，详今略远，纵溯千年，横网百类，实事求是地记述光泽的地理

风貌、建置沿革、政治军事、经济发展、教科文卫、风俗习惯、历史

人物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一部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相统一的新方

志。它将有助于人们系统地了解光泽的昨天，认识光泽的今天，展望

光泽的明天。它将为本县进行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科

学依据，将在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时发挥

重要作用。

《光泽县志》的出版，是本县各级领导支持和各部门协作的结果，

是全体编写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果，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值新志出版之际，编委会的同志们要我写几句话，抚今追昔，感

慨良多，谨书片言，是以为序。

中共光泽县委书记 张立仁

1994年4月



序 二

光泽县自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建县，至清光绪二十

三年(1897年)的九百余年历史中，先后出版过8部县志，对全县自

然、地理、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均有详实记载，使本县的历

史得以始末贯通，有史为鉴。然而，自清光绪二十三年之后，虽民国

18年(1929年)也着手修志，且稿成携榕付印，但因军阀战乱无人负

责，乃至志稿被毁，终未成书。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又着手修志，但

内容不全，体例不当，仅印刷初稿，未正式出版。此后再未修志，因

而实际上从清光绪二十三年后中断修志，距今达近百年之久，清末民
●

初的许多重大历史已很难考证，甚至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面目亦难澄

清。历史证明，光泽县修志，抢救历史资料，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1 985年，在中央及省、地上级政府的强调与重视下，光泽县成立

了修志领导机构与工作机构，开始新编《光泽县志》。从1985年至1 990

年，县人民政府组织各部门力量，层层建立修志机构，确定修志专职

人员共达百余人。从查阅档案、征集资料的基础工作开始，经六年努

力，全面完成县志所需要的部门分志志稿。1991年进入县志总纂阶段，

又经三年艰辛，三易其稿，始达到县、地、省三级审稿验收合格要求，

于1994年3月经省地方志编委会验收同意出版。整个修志工作，历时

．十年整。百余修志行家，个个呕心泣血，终于铸成新编《光译县志》百

。余万字之巨著。从此，光泽县又有了自己的县志。纵溯千年，横网百

类；一方乡风，展卷可得，鉴往知来，昭然可咨，成为光泽县人民一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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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序 =

大喜事。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毛泽东同志

也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一条真理，当前，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人所未干过的伟大事业，没有任何模式与答案，

全靠探索与开拓。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要把光泽县的经济建设搞上去，

赶上时代的步伐，借鉴历史，熟悉县情，把握县情，发挥优、拭，扬长

避短，实事求是地开拓前进，则是成功的基础和关键。县志，作为上

溯千年、横网百类的百科全书，它能提供全面、客观、科学的历史事

实，为一方领导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判断决策提供具有科学价值的

参考依据。因此，一方领导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地指导工作，真正做

到不脱离实际地开拓进取，真正取得成功的主动权，便必须借助县志

这面明镜，以志为鉴，探索发展。历史上不少明君清官，极为重视借

鉴史志，每到新的地方，必先查阅当地史志，这确是一个明智的调查

研究之风。我不是光泽人，来到光泽任县长仅一个春秋，深感县情不

熟之难，现在《光泽县志》即将出版，将为我排忧解难，在这一点上，

我要十分感谢编写县志的全体同志们。

光泽山青水秀，人民勤劳智慧，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创造出

今天壮丽美好的画卷。愿富有进取精神的光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

自强不息，励精图治，以辉煌的成就再续青史，再铸丰碑。

光泽县县长丁明弟

199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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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i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

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不限，记述各类事物的发端；下限断到1988年，少

数内容延伸至1994年志书成稿之时。贯通古今，详近略远，全面地系

统地记述光泽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分

概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志和附录五部分组成o． ．’

四、《概述》总揽全书，综述县情，议叙结合；《大事记》全面记

述建县以来的大事、要事，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五、专业志为本志主体，按事物性质分类，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

统的限制，共设30个分志，横排竖写，寓观点于记叙之中。

六、《人物志》设传记、烈士英名录及名表。入传人物以对社会发

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以本籍为主。在世人物不入传，有突出事迹者，

．系入有关专业志记述。专业志中领导人名表，收至副县职。

七、历史纪年用法，新中国建成前，除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革命活动用公元纪年外，其余均用朝代纪年，并在每节首次出现时括

注公元年数。新中国建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新中国’’系

、指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八、。本志记述的地名、政区及机关名称，均为当时的称谓。

九、本志数据以光泽县统计局正式资料为准，统计局缺项的，-使

芩’



用各有关单位数据。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习惯用

语、词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

比用阿拉伯数字，民国以前各朝代年号及月、日用汉字，公元纪年用阿

拉伯数字。

十、本志资料采用各级档案、有关部门志稿、旧志、正史、报刊、

书籍及回忆录，经考证鉴别后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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