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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漆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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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赵·军高继友喻国泰

成员王建国王绍思吴国庆钟宪 吕 娄李晓林钟伟谢琦玲

办公室主任谢琦玲(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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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凌学仁

副主任赵军孟灵源罗小平

成员李国水廖波吴国庆钟宪胡南生李晓林钟伟谢琦玲

(2000·4·28)

主任凌学仁

副主任薄成诚孟灵源罗小平

成员万小华李国水廖波吴国庆钟宪胡南生吴方龙钟伟

顾菊生谢琦玲

(2002·4)

主任吴志明

副主任薄成诚 孟灵源 胡南生

成员万小华 章红庆 廖波 吴国庆 钟宪

吴方龙 钟伟 顾菊生 谢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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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区志》编纂工作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鼎力相助，

经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修志工作者的辛勤笔耕，历时五载，

七易其稿，终于合卷问世。这是我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西湖区是南昌市中心城区之一，有着2200多年历史，是一个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的古老城区。境内有为纪念东汉高士徐孺子而建的孺

子亭，有见证千年文明的绳金古塔，有“徐亭烟柳”、“铁柱仙踪"、“南浦

飞云"等胜景，令众多名流学士、文人墨客妙笔生花，留下不可胜数的名

篇佳作。西湖区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区，近两个世纪以

来，在这里发生了数次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可歌可泣的斗

争，震撼世界的南昌八一起义书写了南昌光辉历史的崭新一页。西湖

区是一个商贸集中的城区，辖区内的铁街、嫁妆街、棉花市、萝卜市等一

批以商品命名的特色街巷和“推出涌进广润(货)门"等谚语反映着昔日

的繁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西湖区坚持三产兴区，充分发

挥独特的地位优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一批特色市场和特色商业街迅

速形成并初具规模，区域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发展，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

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繁荣文明的盛世景象。

发展中的西湖，正围绕“富民强区”的目标，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坚

定的步伐向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现代花园式文明城区迈进。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西湖区志》以翔实的资

料记载了西湖区历史的发展轨迹，为全区党政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了宝

贵的地情资料，为全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区情教育的活教材，为国内外各界人士了解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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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提供了一部百科全书。首部《西湖区志》的出版，对于宣传西湖、建设

西湖、发展西湖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共南昌市西湖区委书记c表另但
mOO一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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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二

南昌自古以江南名城著称，汉大将灌婴始筑城建郡，初唐四杰之一

的王勃盛赞南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o历代南昌均为通衢要冲，是兵

家必争之地o 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南昌领导“八一"起义，打响了对国

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此诞生，南昌更以“英雄城"驰

名世界，而起义总指挥部则在境内。新中国建立前，由于三座大山的重

压，南昌的政治腐败，经济萧条，文化落后，城市设施破败不堪，人民生

活在水深火热之中o 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古城才获新生。经过

半个世纪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顺利发展，南昌作为江西

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已经成为一座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城市。

西湖区是南昌市的一个行政区，两千多年来，西湖区同南昌市其他城区

一样，经过了一个漫长曲折而又光辉灿烂的发展历程。今天，一个开

放、繁荣、进步、文明的综合型新城区已经初具规模。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人们历来重视史志的借鉴作用。为

了系统地记载全区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编纂一部具有时代

特点和丰富内容的区志，使之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是全区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o 1997年开始编纂区志，历时数

载，志书脱稿。这部志书，上起公元前201年，下迄1999年，纵贯二千

二百年，横列二十九篇，涵盖建制、人口，党、政、群、团，工交财贸，文教

体卫，民族宗教，民俗风情等各个方面，计一百四十多万字。这部志书

是西湖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它既继承编志的优良传统，又按照社

会主义新方志的要求有所创新，述而不论，实而不华，撷要删繁，略古详

今；它是一部记载全区兴废盛衰历史的可以传古的典籍，是一部备述全

区两个文明建设诸多方面具有可读性的百科全书，是一幅描绘全区气

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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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拂去岁月风尘，翻开历史的篇章，这部上限于公元前201年，下断

于1999年，纵贯2200年的《西湖区志》全面、真实地记述了断限内西湖

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这是在中共西湖区委领导下，区政府主

持，专家参与，全体修志者发扬“求实、创新、协作、奉献”的敬业精神，群

策群力，历经五载，七易其稿，今付梓出版。盛世修志，明鉴后世，以激

后人，我深信这部志书，对西湖区当前的发展，并在今后漫长的历史长

河中，定能产生“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深远影响。

我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两次在原抚河区任副区长之职十

几年，尽管我离开抚河区工作至今已有30多年，但从1950年起至今一

直在西湖区境内居住长达50多年，可称得上是个老西湖了。作为西湖

区的一个老市民和曾在区里工作的老同志，为《西湖区志》的诞生而衷

心祝贺o

抚今忆昔，人间沧桑，变化万千，感慨不已o 20世纪50至60年代

的抚河区是南昌市的一个行政区，相比来讲是个小区。区内街道狭窄，

孺子路、象山路、沿江路就是最宽敞的路了；最大最好的建筑就数八一

商场、抚河桥；区内学校层次比较低，学生也不算多；市、区医院最好的

就数南昌市第三医院；繁华商业街只有翠花街口到象山南路这一主要

地段；区内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手工业，像样的工业很少，商业规模小，

工业、商业以及区街工业都没有形成规模，全区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万

元。现今的西湖区已是市区主要组成部分。区内形成了门类齐全、功

能健全、效益良好的区域经济，是区财政主要收入税源。财政收入

1999年就超亿元，2001年达1．46亿元；教育、体育、文化、卫生事业有

了很大的发展；城区建设更是日新月异。抚河公园像一条彩带装点着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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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河东岸；象湖公园似一群婀娜多姿的仙女，点缀着抚河河叉；体现“以

人为本"的象山文化广场落成，增添了西湖秀丽的景色；象征着“南昌新

府”的绳金塔，构建成一塔一寺一庙一村的古文化建筑群体，是西湖区

旅游经济的后劲⋯⋯变化之大，美不胜数。

中共南昌市委已提出“富民强市”，尽快赶上先进地区，将南昌市建

成现代化的花园城市，提高城区品位的目标，作为南昌市的一个大区，

任务艰巨，任重道远。我想，在中共西湖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团结全区

人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奋力拼搏，就一定能实现超常的

发展。届时再修区志，更是一件盛事。

寥寥几笔，权当作序。

多‘贤涯 缈，褚

万贤浩曾任南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南昌市委员会主任委员；1999年4

月离休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南昌市委员会副主席



凡 例 7

凡 。例

一、《西湖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

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精神，力求完整、准确、科

学地记述西湖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努力体现时代特征和区情特色。

二、志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设概述冠于全志之首，概述区情，

统摄全书；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设专志29篇，横排门类，以类

系事，此为全志之主体；卷末设附录。各专志以篇、章、节、目结构为主。彩照及综

合性地图设志首之前，其他图、照、表、录随文字叙述需要而设。

三、志书记事，统合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为1926年，某些事物追溯至发端；下

限为1999年，某些重要事物延伸至2J3(Y2年10月止o 1980年6月抚河区并入西湖

区(简称并区)，原抚河区、西湖区的记述有分有合。

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政治运动，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记述方法。

五、立传人物为区境内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或影响的已故者，并以传主卒

年为序；为革命烈士设英名录，在世人物的事迹，在新风范例篇及有关章节中以事

系人加以记述。

六、志书采用语体文表述。对历史纪年、地名、政府官职等，均按当时历史习

惯称呼。历史纪年注明公元。南昌解放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解放前(后)以

1949年5月22日为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用“新中国建立前”和“新中国

建立后”表述。20世纪的各年代，不冠世纪。

七、文字、标点、数字、计量单位的使用，均按国家统一的规范书写。各类名称

首次出现为全称，以后为简称，并在括号内注明o

八、志书资料来自省、市、区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单位及有关志书、报刊、专

著、口述，经考证后入志，一般不注出处o

-52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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