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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市志》四经寒暑，现已问世，可喜可贺。

市志内容涉及到宜春古今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各个领域，以及工业、农业，

商业、交通，邮电、财政．金融、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新闻体育、医疗卫生，自然地

理、城市建设、环境保护、文物名胜，社会人物等各个方面，可谓一部地方性的百科全

书．参与修志的同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忠于史实，详

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搜集了大量资料。经过艰辛编纂，使之成为一

部史料真实，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图象清晰，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新志

书。

地处赣西北的宜春市，山青水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早在

大革命时期，苏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

反动统治，顽强斗争，浴血奋战；新中国成立后，宜春人民团结奋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改

革、开放中，励精图强，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谱写了篇篇新章．所有

这些，古往今来，人们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造文明的斗争历史与伟大业绩，理当载入

史册，长存于世，发扬光大．
4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鉴古而知今，志书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状之研究，述

往昭来，兼明现状，为我们了解宜春、建设宜春，服务宜春，’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值得大

家认真读一读，它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这就是从历史看现状，

从现状明未来，从历史的宝库中吸取那些时代所需要的财富，以服务于当今的四化建设，

把宜春建设得更加繁荣和富庶

这部志书，由于资料有限，时间紧迫，加之有些史卖无法考证，所以不足之处难免，

恳切希望提出宝贵意见，使之更加完善． · 、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宜春的历史是宜春人民自己写的．毫无疑问。全市八十万人民在

党的领导下，将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加团结奋进，．创造出更大的业绩，写出更

加光辉的篇章，载入新的史册．

1 989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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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斌

宜春，。其气如春，四时成宜”，土地富饶，山青水秀。我来宜春市工作后，接触过不

少外地的同志和朋友，他们都被此地的自然景象所迷恋．这使我为宜春优越的生态环境而

感到自豪，更为把宜春建设得越发美好而自勉。《宜春市志》的编纂正为建设好新的宜春

提供了丰富而又翔实的资料。

自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建县以来。宜春历为江南名邑，赣西重镇，是历代

州，郡、路．府的治所。清以前，。县附郭，志亦附郡”，府、县未分开修志．自清代开

始，根据现有资料考证，《宜春县志》的修纂不再“附郡”，计清代先后单独修纂了县志5

部，民国修纂了县志1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提出编史修志的工

作。1 985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宜春县建制，将其所辖乡镇划归宜春市管辖以后，

在中共宜春市委领导下，由市人民政府主持，即开始了《宜春市志》的编纂筹备工作．

1 985年秋，正式成立宜春毒地方忠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以司其职。四年来．市委．市

政府和各部f7的领导，对修志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动员和组织了全市各部门全面开展了

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和编写工作，可谓。盛世修志”，。众手成志”。现在，这部建国四

十年来，宜春第一部纵不断线，横连各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新

观点、新方法、新材料进行编纂的，翔实记载宜春人民两千多年斗争历程和文明历史的社

会主义新方志，终于以其全面，系统、科学而严谨的崭新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它是一项

宏大的系统工程，是一部难得的乡土教材，它将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和宝贵的借鉴．

“众手成志”，更加需要。众志成城”．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按照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指引的航向，牢牢掌握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弘扬前辈的光荣传统，务实求新，奋发

挺进。使各业之民，尽展其才；遍地之宝，尽得其用。让“秀水水秀愈秀美，宜春春色更

宜人”。

书成之日，记其始末，权为序。
’

1 989年8月1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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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地历史与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内容编排：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建置区划、自然地理．人口、城市建设、街道

乡镇，环境保护，工业(上)、工业(下)．交通、邮电，农业。畜牧水产．林业，水利电

力．土特产，商业，粮泊、财税，金融保险、国民经济综述，苏区、政党．政权政协、群

众团体．司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广播．文物名

胜、艺文、医药卫生、体育，生活习俗，宗教帮会。方言谣谚轶闻、人物、附录组成，共

40卷1 50章476节．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入卷序，按卷，章，节，日结构排列；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卷章．

三、志书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志为主体，用语体文

记述(引文例外)．

四，时间断限：全志着眼于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突出现状．上限不定．适当追溯事

物的起源，下限则断至1 987年底． 。

．五、称谓书写：有关地理名称、政府和官职等称谓，均依历史习惯，如建国后本市因

建置上有过几次分合。记述事物时，均按当时称谓，县者称县，市者称市．1 985年4月

撤销宜春县建制，并入宜春市后，行文中概称宜春市．

六，纪年著录：历史朝代称号，一律沿用通称．建国以前每节第一次出现的历史年

号。均夹注公元纪年(括号内不注明。公元’二字)．建国后以公元纪年．

七，数字规范：数字书写采用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

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局公布的《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八，人物传记：生人不立传，入传者，以近、现代为主，以本籍为主(兼顾在本市有

一定影响的外籍人物)．以卒年为序排列；入表人物不限生与卒。

九．志书资料：本恚成书，主要资料(合各类数据)来源于各部门的部门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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