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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县志》问世，令人高兴。这是全县人民盼望已久的大事o．

编纂这部《祁门县志》，历时六载，投资数万。组织其事者，为县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参与其事者，有本县各界人士近百人，支持其事者，有

县内外数十单位。因此，它是众手成书，集体智慧的结晶。正是这样，志稿

完成之日，分送省地县有关单位，本县党政军领导．以及祁门籍或曾在祁门工

作过的外地老同志审阅，被认为观点正确、编目基本合理、资料较翔实、文

字流畅，是一部较好的地方志书。

r祁门，是我的家乡。这里有丰富的物产资源。所产祁门红茶，载誉中外。

祁瓷、祁术、蕲蛇等特产也名闻遐迩，这里，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秦汉名将

梅锅于此建城，标垂史册。自唐宋以迄现代，人才辈出，诸如南宋诗人方岳、

明代医家汪机、晚清外交家洪遐昌等，至今仍为学者所重视，这里，有光荣

的革命传统，舍会山、雷湖村、历溪坞、许家坦等地，无不留下老一辈革命

家的艰辛足迹。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团结

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迈进。城乡处处，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因此，我很自豪地说，祁门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l

编史修志，在于资治。这部《祁门县志》，记千年来祁门沧海桑田之变

化，述劳动人民反抗阶级压迫、阶级剥削之斗争，特别是展现了建国以来全

县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建设的面貌，是认识祁门、建设祁门

的珍贵资料。忆往昔，峥嵘岁月，令人鼓舞；望明天，任重道远，前程似锦。

我深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祁门人民必将在党的领导下，谱写

出更加壮丽的社会主义新篇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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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可无史，县不可无志。祁门自唐永泰二年建县，已有_千二百年的

历史。前后修志凡九次，成书六部，今存完书五部及民国期间所修《艺文

考》、《氏族考》各一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百业俱兴，盛世修志，

势在必行。特别是编写建国后第一部新县志，记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新成果，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编的《祁门县志》，上溯秦汉，横陈事类，立足当代，着眼未来。凡

沧桑巨变，历史因革，均细针密线，一览无遗。这部新志，既记录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风俗、民情，又载述气候、山川、形胜，纵为一方之全史，

横为一县博物之书，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根据。

新编的《祁门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力

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对旧志予以批判地继承，并遵循求真存

实，详今略远，古为今用等编纂原则。内容上着重反映我县人民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业绩，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光辉成就，对重大历史事件，作客观真实的记载。在编写方法上，吸取历代

方志学家的理论及建国以来的方志研究成果，结合我们自己的修志实践，采

用辞书条目式结构，力求既合志体，又不落前人窠臼，体现鲜明的时代特点

和地方特色。在文笔上，力求简洁朴实，雅俗共赏。 ，’

虽然，年代湮远，资料残缺，尤其是有关建国前的资料严重散失，但由

于参与修志的同志积极努力，各有关单位的热忱协作，以及关心修志的同志

的热情支持，同时，还得到了省内外许多专家、内行的指教，这部新志，终

于六阅寒暑，广搜博采，辛勤笔耕，脱稿问世。可以说是书成众手，是集体

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在此，谨向一切为此书付出劳动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

意。

建国以来，第一部新编《祁门县志》问世了。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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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刀。当然，本志成功

与否，还有待于读者评论和历史检验·‘展读是志，谨为数语，以弁笔端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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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祁门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经济、政

治、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卷首设概述、大事记。概述，综叙县情，总摄全书，大事记，

纵贯古今，记叙建县以来的大事、要事。之后依次设建置、自然概貌、人口，

农业、林业、茶业、水利、工业、瓷业、交通运输、邮电、城镇建设、商业、粮

油经营、财政税务，金融、综合经济管理、政党、政权、团体、民政、劳动

人事、公安司法、军事、教育、文化、艺文、医药卫生、科技体育、人物，

民俗、方言，凡32卷，为本志之主体。卷末缀以附录，辑录重要历史文献。

三、本志通贯古今，以存一县历史之全貌，以近现代为编纂重点，特别

着重记叙建国盾的史实，以体现时代特色。上限起自祁门建县，下限一般断

至1985年，概述，大事记及各专业卷少数内容延至1987年。 ．

四、所取资料，来自本县旧县志：档案、图书，报刊及有关统计资料、

口碑资料。对旧志撷取精华，作适当改写，．录入新志，对民国时期资料作具

体分析，择要记之，口碑资料经多方证实，适当录用。重点采用本县有关单

位提供的建国后的书面材料。各项数字一般以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为准。因此，

本志书所用资料不一一注明出处。

五、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遵循宜分不宜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不设专卷记述，而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类目。

六、人物卷分传记、传略和烈士表，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世人物一

律不入人物卷，但在记事中，不受此限。立传人物以本籍的、正面的和近现

代为主，述其为人，记其功绩，以彰往昭来。

七、纪年著录，解放前均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同一条内，只在首

次出现时夹注)。解放后，指民国38年4月26日本县解放，采用公元纪年。建

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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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数字用法遵照《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的规定。

九、文体：本志采用条目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兼

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其它各专业卷均用记叙文体，全书用现代汉语和合

乎规范的简化文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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