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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安之域，’夏。商、西周为扬州所辖。春秋属吴。战国时，越

灭吴，’归越；’楚并越；归楚。秦属九江郡。，西汉属豫章郡海昏县。

东汉属建昌县。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直至五代杨吴，皆

沿其旧。南唐升元元年(9 37年)析建昌、‘奉新、i武宁三县之地，始

立靖安县。在历代隶属变动中，靖安建制虽经里、t乡、镇、场、县

5次递升，然名称依旧。
。

。．，j：

’

县境土地面积为1 377．49平方公里。位于省会南昌西北面84公里

处，东瞰安义，南望奉新，西倚修水，北毗武宁、：永修i九岭山脉绵亘全

境，1北潦双溪流贯东西。千米以上山峰1 1 3座，是江西省重点林业县之

一。境内峰峦层叠，‘木竹繁茂，气候温和，’1雨量充沛，山川毓秀，风景优

美；城区街市小巧，房舍整齐，绿树成荫，和谐洁净，一溪清流环城而

下，宛如一珠翡翠。、曾巩称：¨．。虽为千家县，正在清华间。”靖安物产丰

富，香菇板栗闻名海外，水力资源全省著称；稀有植物数量可观，』-珍禽异

兽品种繁多，．有银杏、金钱松、樟、楠等20种国家重点保护之珍贵树

种，以及豹，鹿、猴、‘鲵等10余种珍稀动物，还有钨、硅、铜、、锡等矿

产资源。靖安县历史悠久，土地肥沃，民风淳朴，-人杰地灵，创造过灿烂

的文化，孕育了许多的志士。境内有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文化遗址10余

处，唐代所建宝峰寺和马祖石塔虽毁，但肃穆壮观的古柏群和宋代石建筑

之珍品马祖塔亭仍存，古代宏伟殿堂和朝拜盛况依稀可见。盛唐诗人刘．

虚、明代清官况钟、革命英烈舒味三、‘近代学者雷祚文、当代著名导演陈

方千等仁人志士、学者名流，均为本县历史增添了绚丽光彩。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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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安建县迄今1 05 2年。明清年间，编纂过1 O次县志。清同

治九年(1 870年)后失修，历时3代，1 1 8年为志书文献之空白。

民国24年至27年，。虽曾组织人力编修，因日寇侵华，烽火四

起，国家内忧外患，未及付梓，稿本轶散，所剩无几。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纵观历史，盛世修志，乃历代之质例。正

值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改革开放，万象更新之时，中共靖安县委、人

大、政府组织人员新编《靖安县志》，彰其盛事，志其业迹，汇编历史资

料，总结经验教训，．_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使官以志为鉴，借史资治，

扬长避短，兴利除弊；j使民辨是非，明曲直，懂爱憎，知功过，去恶趋

善，舍邪就正。此诚为本县百余载来一大盛举。， --

县志乃一方之重要文献，为一地之百科全书。修志人员七易寒

暑，呕心沥血，坚持求实存真、古为今用的原则，总揽古今，综合

著述。在编排上，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门类，竖写史实，纲

目有序，层次清晰；在取材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详今略古，

考证缜密，广征博采，散而不碎；在叙事上，据事直书，善否自

见，不虚美，未隐恶，褒贬相宜。本志书上限适当追溯，下限至

1 9 87年底；运用记、志、传，并图、表，录，共36卷。纵览全

书始末，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做到了思想性、科学

性，人民性、资料性的统一，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的新志书。值此成书之际，谨向为《靖安县志》的编纂和出版付出

过心血的领导、专家和全体编修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

．、谨献此言，是以为序。 ‘：-， 、

注：钟健华，县志总纂时任靖安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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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新观点采用新方法，新体例，广收

资料进行编纂，力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内容统合古今，详今略古，重点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突出时代

特点和地方特点。

三、本志上限适当追溯，下限定在公元1987年，大事记则延伸至1988

年发稿前。二

四、本志使用了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以文为主，辅以

表、图和照片。

五、本志采用小框架多条目的方法编纂，依小类立卷，暗隐大类，全书

设有36个专志，分卷、章、节、目4个层次，横排门类，纵写史实。概

述，大事记列于专志前，附录置在专志后。

六、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功载入大事记或有关章节。

七，本志立传者均为已故的社会影响大的人士，次者写成传略。入表者

不分生卒，按规定的职级界限收录。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旧志，档案．图书、报刊和宗谱，有关单位、人

士提供的经考证后载入。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

九、建国后的数据一般采用县统计局的，缺少的则采用有关单位提供

的。产值，价格除注明已换算成某年不变价者外，均为当年价。

十、历史朝代一律沿用通称，如明、清，中华民国，并使用当时的纪年

夹注公元纪年f，同一段文字中，只在首次出现时夹注J。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以后，简称。建国后”。并使用公元纪年．“解放后至建国前”指1949年6月3

日本县解放至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这段时间。

十一、地名、区划、机构、官职均用记事年代的称谓。古地名后面加注

今标准地名。人物、官佐直呼姓名．不加褒贬虚衔。1 984年11月，东源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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