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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睁 专’

刘南方

《萍乡市志》历经数载编纂，今日得以出版发行，这是我市文化建设中的一件

大喜事。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地方志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修志事业

是伴随中华民族生生息息、永不枯竭的光荣事业，是人民大众世代奋斗、兴衰荣辱

的史诗画卷。她伴民族，随历史，代代相济，永不断章。

但是，封建社会的志书，因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多是偏重于颂圣褒吏，旌表

烈节，缺乏生产和科学技术等经济建设方面的记载，湮没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

丰功伟绩。这次编修《萍乡市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言古

今之变异，述经济之发展，融天、地、人、事、物于一体，以时为纲，以事为目，分门别

类，各有所归。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

场伟大的革命，是一项光照史册的创举。新编《萍乡市志》把记述经济作为主要内

容之一，全书以百分之四十、共80余万字的篇幅，记述萍乡的经济，记工业农业生

产，述商业供销流通，反映萍乡经济演变，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济发展情

况。这是新编《萍乡市志》与历代《萍乡县志》的主要区别。与旧志相比，有着不可比

拟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作用。

在《萍乡市志》出版发行之际，全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都

要充分认识《萍乡市志》“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它为全市各级党政领导从实际

出发，有效地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为经济建设提供资料信息，对信息转化成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志书的“存史一，可以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

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新方志的“教化"，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操，增强

爱家乡、爱祖国的观念，特别是为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乡

土教材。

《萍乡市志》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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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一历史是一面镜子。全市各级党

政领导和人民群众，要认真学志用志，充分了解萍乡的自然条件和资源，各个经济

门类的历史与现状，迸一步了解萍乡的市情，吸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

和教训，促进思想的提高，物质的繁荣。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要从中学习先辈，尤其

是革命先辈的崇高思想，发扬光荣革命传统，爱萍乡，兴萍乡，为建设家乡作出更

大的贡献。

在《萍乡市志》出版发行之际，谨书数语，且贺且序。

i996年7月

作者为中国共产党萍乡市委员会书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3

土
口

吴运金
●

乙亥中秋月圆之时，《萍乡市志》编完付梓，请我撰文以序之。 ’、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国素有编修地方志的传统。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大发展，开创了升平。盛世，编修

地方志蔚然成风。我市也开始了《萍乡市志》的编修工作，主持这一工作的先后有5

位市长，他们为修志创造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使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得

以顺利进行。今大功垂成，适值我在市长任内，今有幸序之新志卷端，异常欣喜。。

?‘萍乡，古之吴楚通衢，今之赣西明珠。自三国吴宝鼎二年(267)建县，迄今已有

1700多年历史。早在5000多年以前，萍乡人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辛勤劳

作。汉朝就已开发利用煤炭，水稻种植素以精耕细作闻名。清末以盛产煤炭、鞭炮、

瓷器、夏布闻名于世。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办的萍乡煤矿，为光绪三十三年创

办的中国最大的企业——汉冶萍公司的组成部份，是当时江南最大的煤矿，萍乡

因之被誉为“江南煤都”。

萍乡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农民革命斗争。清光绪十八年

(1892)邓海山领导的大安里农民起义，光绪三十一年爆发的“萍浏醴’’起义，都光

照中国革命史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民国儿年(1922)爆发的安源

路矿工人大罢工，民国16年(1927)爆发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萍乡人民都义无

反顾，全力投入。革命斗争薪尽火传，绵延不绝，革命志士舍生取义，前仆后继，为

革命捐躯在册者就有4000多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萍乡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水

稻单位面积产量一直名列全省前茅，国有工业企业和乡镇企业日新月异，迅速发

展，改变了长期以来煤炭生产为主的单一的工业经济模式，发展成为除煤炭以外，

还有电力、冶金、机械、建材、化工、塑料、纺织、家用电器、工业陶瓷、焰花鞭炮等十

瓠．大支柱产业，乡镇企业已发展到与国有企业和农业成三足鼎立之势。萍乡由解放

初的一个落后的农业县，逐渐变成了一个具有较雄厚基础的工矿城市。特别是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百业俱新，经济稳步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大幅度提高，城市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萍乡，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

于江西的西大门。

∥



4 序 言

萍乡教育发达，文化昌盛，因而英才辈出，群星璀灿，在中国近代、现代、当代

史上涌现了一批风云人物。有清末戊戌维新的革新人士，有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先

躯，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将，有在全国科技界享有盛名的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

士)，有一大批学者、将军、作家、记者，他们以自己的卓越建树和优秀业绩，为桑梓

争光，为邑人景仰，增添了《萍乡市志》的份量。

考萍乡修志历史，自明正德十三年(1518)知县高桂纂修第一部《萍乡县志》以

来，凡十有一次，即明朝4次，清朝6次，民国私修1次。民国35年(1946)与解放后

1958年曾两次修志，均未成功。今新志修成，凝结了几代人的希望。

《萍乡市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红线，贯串了浩繁的史实。全

书观点正确，史料翔实，特色突出，体例完备，语言清新，装帧典雅，是一部较好地

体现了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三者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志书。

《萍乡市志》又是一部纵述百年、横涉百科的萍乡全史。洋洋210万言，一卷在

手，萍乡的历史沿革、山川地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风俗人物等，尽在眼前。一市

之情展卷可得，百年兴衰尽录其中。助各级领导行政决策，作青少年乡土教材，慰

异乡游子思乡之情，架市外横向联系桥梁。寻根溯源，鉴往知今，是一部必不可少

的案头书。

捧读《萍乡市志》，我自然想到全体编修人员，他们怀一腔挚爱，坐十年板凳，

广搜博采，补漏正讹，青灯黄卷，焚膏继晷，谋篇酌句，著成宏篇。真含辛茹苦，殚精

竭虑，还有不待市志出版便溘然长逝者。修志诸君，其诚其志可勉可励，其功其勋

不没不忘。上级领导部门热情关怀，省内外专家学者悉心指导，谨致以由衷的感谢

和崇高的致意。

昨日辉煌已载入史册，新的成就有待于重新创造。今天我们正处在两个世纪

的交接点上，新的历史有待于全市人民去开拓，让我们以更加辉煌的成就去迎接

一个新世纪的来到。今年又值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

周年，日本侵略军在萍乡的暴行，市志记录在册，我萍乡子孙，不可忘却。《萍乡市

志》的出版发行，必将更加激励全市人民建设美好幸福的家园。我为本邑之人，常

庆幸能为家乡人民效力，自当励精图治，不遗余力。借此我寄语全市父老乡亲，愿

大家发扬传统，努力奋斗，爱我萍乡，兴我萍乡，以不辱历史和先辈，不负未来和后

人。待下一次重修市志，故邑将更加兴旺发达，成绩将更加灿烂辉煌。 ’

抚今追昔，心潮澎湃，援笔记感，书以为序。

1995辱9其

作者为萍乡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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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全

面系统地记述萍乡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

一统一，达到资治、存史、教化的目的。

二、全书由概述、大事记、52个分志和附录组成。概述总摄全志，大事记贯通古

今，编年记事，附录辑存重要文件和专题资料。分志按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人物顺序排列。

三、本志上限为清末，下限为1985年，少数类目根据实际需要，适当上溯或下

延。人物传下限至1991年。 一

四、本志纪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沿用各朝代年号，用阿拉伯数字夹

注公元纪年，月、日为农历(民国月、日为公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采用公

元纪年，月、日为公历。1949年10月1日以前称“建国前"，之后称“建国后"。萍乡

于1949年7月23日解放，此前称解放前，此后称解放后。

五、本志地名以事件发生时为准，如有变更，夹注1986年普查后标准地名。政

区、党团和机关名称按当时称谓。萍乡于1960年9月30日由县改市，此前称县，此

后称市；1958年8月～1984年3月农村称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其前后称乡、村；

张佳坊乡(公社)于1962年以前称张家坊乡(公社)。银河乡、华云乡1984年以前

称河下乡(公社)、茅店乡(公社)。均不另加注。

六、本志所用统计数字，以市统计局数字为准。市统计局无法提供的数字，采

用本单位数字。建国后全市(县)经济统计数字，一般包括中央部属和省属企业，如

未包括则在括号内注明。分志各篇数字，未包括中’央部属和省属企业。统计数字除

注明“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外，其余均为当年价格。百分比和以“万"为单位的数

字，其小数点后第三位数字实行四舍五入。

七、本志计量单位，建国前沿用旧制。建国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规

定书写。建国前不同货币的比值，除在金融篇中写出换算比例外，其余各篇未予换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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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传，立传人物以本籍(含寓居外地者)为主，虽客籍

但长期定居本市(县)并有重要业绩者，亦予立传。传主不分类别，以生年为序排

列。人物简介主要收录死者，亦收录少量有重要业绩的生者。

九、本志用规范的语体文，以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文言文加标点，不译

白话。较长的名词，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人物直称姓名。

十、本志资料，来自国家和有关省、地、市，县及本市档案馆、图书馆，企、事业

单位档案室．历朝旧志．报刊谱牒．口头采访和图片实物等，编纂时不一一注明出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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