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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伍洪祥

在新编《上杭县志》出版之际，编委会的同志要我写篇序言。值

此机会，我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向新县志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鉴古而知今”。，新编上杭县志，追溯了上杭建县以来的历史，记

载了上杭人民的光辉业绩，反映了上杭的发展情况，特别是通过上杭

民主革命历史，上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的记述，雄辩地

证明了一个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上杭；坚持

党的领导，是上杭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也只有坚定不移

地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上杭社会发展和经济繁

荣的必由之路。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

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我们的党和政府，历来重视编志工作。

在中共上杭县委、上杭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编委会的全体编纂工作

人员，不为名利，埋头苦干，尽心尽力，尽职尽责，通力协作，他们

“辛勤修史志，夜半不知眠，为国献肝胆，期无愧昔贤’’的精神，值得

赞扬。这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

新的材料编纂的《上杭县志》的出版发行，将为进一步振兴上杭、建

设上杭提供有益的历史和现实的信息，有助于本县人民研究县情，认

识县情，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同时亦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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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我相信，新编《上杭县志》必将为上杭的四

化建设作出贡献。

上杭，山川秀美，水系纵横，土地肥沃，矿产丰富。今日的上杭，

对比先进地区，尽管还不发达，还不富裕，但是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

上杭人民，正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

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在此，我衷心祝愿家乡人民发扬革命传统，在

建设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吸取经验，掌握规律，发挥优势，扬长避短，

努力拼搏，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岣

一九九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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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仕达张志南

上杭置县千年即将到来之际，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新编《上杭县

志》问世了，这是上杭人民的一件大事。这部新县志用新的观点、新

的内容、新的方法，记述了上杭置县千年来沧海桑田的变迁和各项事

业的发展历程，是上杭人民历尽艰辛，奋力拼搏，取得光辉业绩的真

实写照。“鉴古而知今’’，新编《上杭县志》的出版发行，将对上杭的

建设事业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激励全县人民知我上杭、

爱我上杭、建我上杭，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出应有

的贡献。
t．

上杭县地处福建西南部，南邻粤东，北近赣南，总面积2848平方

公里。现辖22个乡镇(其中2个畲族乡)、343个村(居)委会，共8

万余户、45万多人，境内物产丰富，山河俊秀，纵贯县境的汀江是福

建省唯一的省际河道。上杭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闽越人在

这里劳动生息。唐大历四年(769年)在今永定湖雷下堡设置上杭场，

宋淳化五年(994年)升场为县，至1168年县城迁至来苏里郭坊，即

现在的上杭县城。上杭文化灿烂，名人辈出，是明清时期著名画家李

源、华岩的故乡，也是闽粤赣提线木偶戏的发源地。上杭还是全国著

名的革命老区，著名的古田会议在上杭古田镇召开。才溪乡是当年著

名的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也是毛泽东作《才溪乡调查》的地方。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上杭从事过革命



活动。当年，上杭儿女投身革命的有1．27万多人，解放后有“九军十

八师’’、“将军之乡”的美称，现有革命烈士5900多人。革命战争年代，

上杭赢得了“红旗不倒’’的赞誉。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上杭的经济建设明显加快，经济实

力明显增强，工业已初步形成建材、林产、机械、化工、建筑、轻纺、

制药等支柱产业，农业也已建成粮食、烤烟、杭梅、食用菌、用材林、

毛竹、蚕桑等商品基地，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有了长足进

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上杭成为全国的烤烟出C／基地县、杭梅

出口基地县和体育先进县。

上杭置县千年来，先后编纂出版过10部县志，其中宋代2部、明

代3部、清代4部、民国1部，由于历史原因，它们都有其局限性。新

编《上杭县志》包括概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志和附录，共37卷

104万字。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编纂工作从1 984年开始，先后有1 00

多人直接参加修志工作，征集资料3000多万字，走访2000多人次，历

时八年，五易其稿，最后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定，付诸出版发行。

可以说，该志的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借此机会，我们代表中共上

杭县委、上杭县人民政府，向关心和支持上杭修志工作的各级领导、专

家、学者，向热情提供资料并对志稿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的单位和同志，

向辛勤耕耘的全志编写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由于本志所跨越的时间之长、涉及的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难

免存在不妥、误漏之处，恳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

是地记述境内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相统一。

二、本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87年，个

别重大事件适当下延。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

主。概述综述县情，总揽全志；大事记以时为序，以编年体为主，辅

以记事本末体，记述全县历史大事；专志按事物属性和社会分工分类，

一般不受隶属关系所约束，记述各专业的历史与现状，卷下一般设章、

节、目、子目等层次。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寓观点于史实之中。

四、人物，分传、表、7录。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选

择各方面的代表，以本籍人物、近现代人物和正面人物为主，按卒年

先后排列。人物表按姓氏笔划排列，生卒兼收。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中国历史纪年，农历和

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书写，民国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括注公历

(同一节内，括注只在首次出现时用)。文中“解放前(后)”是以上杭

县解放之日——1 949年8月27日为界。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凡称

几十年代，‘其前面无冠以“某世纪”字样的．’．均指20世纪。

六、各历史时期的政府、职官等，：按当时名称记述。地名，除必

要时用历史名称(括注今名)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

铂



七、数据采用县统计局汇编资料，个别统计局缺少的，采用部门

和有关单位提供的确切数字。工农业产值和总产值，除有注明者外，一

律按1 980年不变价折算，其他均为当年价。表数量、百分比，均用阿

拉伯数字书写。习惯用语、专门名称和几分之几用汉字书写。计量单

位除个别旧制单位不宜换算之外，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记

载。货币，民国24年(1935年)前为银币，后为法币，1949年10月

后为人民币，解放初发行的人民币一律换算成现行币值。

八、本志资料来自档案、历代县志、族谱、报刊和专著，单位编

写的史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经严格考证鉴别后载入，为节省

篇幅，一般不再注明资料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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