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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清

。在《铜鼓县志》即将成书之际，县志编纂委员会嘱我为《铜鼓县

志》作序。我曾经在铜鼓生活和工作过17年，对那块土地和那里的人

民，仍寄予深深的怀念，因此，欣然承诺。’

《铜鼓县志》如实地记下沿革、建置、山川、资源、古迹、人文、

建设风貌以及发展状况等自然和社会史料，给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后

来人，留下了一部历史文献，一笔精神财富，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大好

事a-‘ ．

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博物

之书"“一方之全书’’。它不仅是研究我国历史和地方史的重要资料，而

且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参

考价值。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曾倡编新方志。1958年，毛泽东

同志在成都会议上曾倡议编修地方志；同年8月9日，周恩来同志在

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邓衍林教授的谈话中也说：我国是一个文化悠

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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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用资料。“文化大革命”中，地方志书却被视为“四旧"加以毁坏，

使刚兴起的编修新方志事业被迫中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拨乱反正，全面改革，政通人和，百业兴旺，遂使修志这一事业

重新列入议事日程。如今，盛世修志，志载盛事，不仅是造福后代的

百年大计，也是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的需要。

我仔细阅读了《铜鼓县志》(送审稿)，它分志有序，纵横兼顾，包

罗万象，内容丰富，以个人浅见，它的重要作用，至少有以下几个方
·‘r-

回：

首先，《铜鼓县志》是铜鼓一方之典籍，把当地的历史资料经过搜

集、整理，翔实地记载下来，并从中引出经验教训，将有助于在铜鼓

工作的同志们，对基本情况的了解和分析，供决策参考。而且，随着

时间推移，志书发挥的作用，将与日俱增。

《铜鼓县志》还将为铜鼓的四化建设提供必要的信息。历史资料也

是一种信息。从历史这面镜子中，能给人们以智慧和借鉴。特别是正

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今天，不少领域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

王国。认真研究新编县志，将有助于我们逐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
●

国，若利除弊，继往开来。

《铜鼓县志》也必将成为对全县人民群众进行热爱家乡和热爱祖国

教育的生动的乡土教材。“记一方之历史，激千秋之爱憎”。这块有着

光荣斗争史迹记载的土地，将激励生于斯、长于斯的子孙后代，不负

先贤遗志，团结一心，为家乡建设和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英勇拼

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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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相信，这部《铜鼓县志》必能为铜鼓的施政决策、经济

建设和文化建设等等，提供科学依据；为铜鼓人民在公元2000年前，

实现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以至在更长的时间里，发挥重要的作用。在

此，我谨向为编纂《铜鼓县志》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全体编志人员，。表

示崇高的敬意l

我是1968年到铜鼓的，和铜鼓父老兄弟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也

共享了幸福与欢乐。是铜鼓人民培育、造就我成为一名党的工作者。尤

其忘不了这块土地上的乡亲，还曾以生命掩护过我的母亲，那是土地

革命时期，我的父母曾作为红军战士随部队在铜鼓的排埠乡梅洞村与

敌军作战。我母亲负伤后，住在当地老表家里。当敌人来搜查时，这

家主人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我的母亲，使她得以伤愈后重返部队。当

驻足于革命遗址，想着英雄父辈未竟遗愿时，思绪万千，不能不感到

对建设铜鼓负有神圣的责任感。
．

●

1985年，因工作需要我调离了铜鼓，但我的心仍留在那块土地上，

那块土地上的人民仍然在我的心中。我忘不了山青水秀的铜鼓土地，忘

不了勤劳、勇敢、朴实、热情的铜鼓人民。是他们，用长满硬茧的双

手，开发山区，绿化荒岭，为铜鼓这颗“绿宝石"增光添彩；是他们，

用青筋暴绽的双脚，踩倒荆棘，踢开贫困，让铜鼓走向富裕幸福的明

天。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时时鞭策我，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学

习和工作，’以尽自己作为一个铜鼓儿女的赤子之心!

。衷心祝贺《铜鼓县志》即将问世!

t衷心祝愿铜鼓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往开来，谱写出更加壮丽的

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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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篇章!

在《铜鼓县志》即将问世之际，我写下这些不成体例的文字，聊

表心愿，权作为序。

1988年12月

：；《∞i$．．。锄■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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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恒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弦。

我于1986年9月调到‘中共铜鼓县委主持工作。看到这里秀丽的

山川树木，听到这里动听的乡音土语，体察这里纯朴的民情风俗，使

我对铜鼓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为了较快地了解铜鼓的历史，熟悉铜鼓

的县情，很想找一部《铜鼓县志》阅读，哪知铜鼓没有县志流传下来。

值得庆幸的是；前两届县委、县人民政府，积极响应中央领导同志的

号召，热心修志。这是铜鼓建县70多年第一次。资料匮乏，工作浩繁，

又无本县典籍借鉴，确非易事。但盛世修志，继往开来，其意义和作

用非同小可。因而全体编纂人员，尽心竭力工作，终于胜利完成。

追溯历史，铜鼓地处“吴头楚尾”，明置“铜鼓营”，清设“铜鼓

厅”。文载：铜鼓“山川交错，森林郁蔽，地控荆湘，水通彭蠡，合为

天下胜处。”在这块土地上，曾多次爆发过农民起义，历来为兵家必争

之地。早在1．925年，铜鼓县城内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7年

9月上旬，毛泽东亲临铜鼓，领导湘赣边界农民秋收暴动。土地革命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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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时期，铜鼓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县内普遍建立了苏维

埃政权，为全红县。彭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转

战铜鼓城乡，留下了革命足迹。中共湘鄂赣省委和湘鄂赣省苏维埃政

府，曾驻境内幽居祖庄，铜鼓一度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勤劳、智慧、勇敢的铜鼓人民，为推翻“三座大

山"，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惜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写

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建国后，铜鼓县历届领导班子，带领全县人民，发扬革命传统，艰

苦奋斗，奋发图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努力改变老、边、山

区的落后面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各级党政组织和人民

群众，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有了迅速发展，铜鼓面貌为之一新。

当前，为了实现生态与经济两个良性循环，全县人民正在集资续建

1．28万千瓦的大煅水电站，朝着经济昌盛、科技进步、文化繁荣、生

活美好的目标，努力把铜鼓建设成赣西北的一颗璀灿明珠。

编纂《铜鼓县志》，历经了三届县委、县政府领导，很多同志倾注

了大量的心血。全体编纂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追根溯源，查凭究据，数易其稿，

不辞辛劳，求真求实地“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这里理应为
．． ●

他们记上一笔。

《铜鼓县志》是了望铜鼓的一个窗口，可为人们提供各方面的信息

和资料，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它又是人们教育

子孙后代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家乡的翔实生动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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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土教材，也是供人们了解过去、指导现在、展望未来的一部地方

性百科全书。它既是奉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一份厚礼，

又是一项惠及子孙、服务四化的文化事业盛举。值此，我代表中共铜

鼓县委，对《铜鼓县志》问世，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与编纂、出版

工作及给予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单位和个人表示深切的谢意。

《铜鼓县志》付印之际，编纂委员会嘱我作序，盛情难却，写此短

文，．以贺志成。
●

一 1989年3月1 6日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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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享 三

郭明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我受命担任“铜鼓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参与编修县志工作，历时5年。

铜鼓建县，始于1 913年。源其开发，则远溯商、周。但是，建县

迄今，一直没有一部志书，记述其自然与社会发展全貌。本世纪内曾

经两度倡修县志，均因纷繁纠葛，未克实现。解放之后，政通人和，百

废俱兴，全县人民渴望盛世修志。中共铜鼓县委、‘县人民政府遵循故

总理周恩来“编修各地方志"倡议，乃于1 982．年春，组成机构，提拨

专款，开展工作。赖诸多同志数年辛苦努力，今志稿臻就，即将付印，

诚一大快事，足可慰我同仁眷眷之心，亦可应我县人殷切之望。

首修《铜鼓县志》，承接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义宁州志》发

刊有关县境史实，重点叙写建县之后的行政区划，吏治更迭，产品物

候，经济兴衰，人文教化，习俗风尚等实施举措及演化因果，力求汇

其精义，博采无遗。对于各个历史时期政务业绩，生产发展情况，坚

持实事求是阐发唯物史观，扬长劾短，秉笔直书，力求切合“存史、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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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化"名实·

考铜鼓一县之发展，有前贤励志创新以求通达，也有愚者冥顽不

化而施阻挠；光荣历史皆由慷慨牺牲，创造奉献尽因默默辛劳；以秋

收起义名扬海内，炳烈士灵光而昭史册。先人尚于斯，时人何以待，后

人悄所忌I!

鄙以一介乡民，承党恩泽，受民重托，忝长县政，常思有以报效。

值此县志刊行之际，唯愿铜鼓竿头更进，在党的领导下，步入人类文

明的更新境界，表现自身存在的更高价值。仰国家政治安定，人民自

强不息，兴教育以树人才，广团结而共奋斗，则铜鼓繁荣之速可期，县

人安康之福必永。是以恭书序言，难为管窥全豹，谨表寸忱。

1989年4月23日

；l譬巷墓薯章。：



凡 例

一、铜鼓建县，首次修志。为通贯古今，事溯发端，上限不作统

一规定，下限至1985年。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地反映

铜鼓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并力求形式与内容统

一，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统一。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政党、政务、

群团、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林业、农业、土特产、水

利电力、工业、交通邮电、商业、粮食、财政金融、经济综合管理、城

乡建设、教育体育、文化科技、文物名胜、艺文、医药卫生、社会、人

物、附录等组成，共29卷，134章(含4个部分)，391节。概述、大

事记不入卷的序列，不设章节。概述，为县情综述，统摄全书。大事

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结合的方法，着重记叙建县以来的大事、要

事。专卷，多数“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少数以时为序，纵贯古今。

除概述、政治部类、人物传外，一般不作评述，寓观点于叙事之中。

四、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等六种体裁，志为主体。

． 五、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档案《江西通志》(吴宗慈编)，《义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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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志》，县内各部门。、乡、镇、厂编写的专业志或资料汇编，家谱，书

报，有关当事人及知情人提供的材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

处。

六、历史资料中有异议或有出入之处，采取以下办法处理：

(1)事实或数字有出入，能够鉴别证实的，去伪存真；一时无法
，

鉴别的，两证俱存或注明资料出处，并加说明。

(2)它志它书所载县人县事，与本县掌握的资料有出入，鉴别后，

采用肯定之内容；一时无法鉴别的，两说俱存。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简称“建国前”)，采用历史纪年。

每节第一次出现的历史年号，用括号注出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以后(简称“建国后")，以公元纪年。“解放初"，专指民国38年
～

7月14日铜鼓解放，至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这段特定历

史时期。

八、革命斗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单独

立卷，分别载于概述、大事记及有关卷章之中。
’

九、入传人物，不分职位，以传主卒年为序，均为已故比较著名
，

的革命烈士或有社会影响的人士(含外地人士)。同时，选择了个别反

面人物入传，排列最后。

十、数目字，陈引文、序词、清朝及其以前年号和习惯语、词组、

成语、专门名称、并列连用数字如五讲四美、三心二意、二三十人等

外，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各种数据以县统计局提供的为准。统计局

没有的数据，以各业务单位提供的为准。‘

·， ≯勺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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