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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用辩证唯

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上饶地区教育

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体例按章、节、目层次编列，采用序、述、记、志、传、

图、表、录等体裁编纂，以志为主体，图、表分别附于有关章节。坚

持“事以类聚，横排竖写”原贝0，以记述为主，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大事记以时为序，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三、本志上限追溯至西晋，下限迄至1 985年(个别事项延伸至

1986年)，记述重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简称“建国后”)。

四、本志对建国后各项政治运动的记述，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宜分不宜合，宜粗不宜细一的

原则，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纪年，沿用习惯通称，在各章节

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公元年份(省去Ⅳ公元一及膏年”字)；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志中的“解放后”，特指1 949年4

月底、5月初以后。

六、本志中出现的地理名称、朝代、政府、官职，行政区划等，

均依当时当地的>---j惯称呼，地理名称与今名有异者注明今地名。

七、本志一律用语体文记述(少数地方引用原文者例外)。数

字、数据、公元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其余使用汉字。



八、名词、术语一般用全称，需要简缩的，在第一次出现时仍用

金称。

九、地区辖县，以1 983年以后为准，即辖上饶市、横峰、德兴、

万年、婺源、弋阳、铅山、玉山、广丰、余干、上饶县、波阳等十二

个县市。本志所用全地区统计数字，均指现辖十二个县市，少数地方

如含原辖十六个或十八个县市时，则加以说明。

十、本志资料来源有文字资料、数字资料和口碑资料，以文字资

料和数字资料为主，个别地方审慎地采用口碑资料。文字资料来源于

建国前后的档案、图书、报刊、碑文等处；数字资料建国前的来源于

档案和书刊，建国后的根据地区统计局审定的全区历年教育统计年

报；口碑资料来源于对熟悉全区教育情况的有关同志的访问记录。上

述资料本志采用时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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