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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近l晦新世纪之交，新

编<明溪县志)问世：这是明溪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值得称道

的大事，也是明溪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

明溪，旧称归化，建县于1470年，至1933年始称明溪。在这一 -·

。片土地上，山青水秀，泉甘上沃；民风淳朴，人杰地灵。森林覆盖，

全省之冠；蓝色宝石，华夏四绝。革命苏区，‘青史名垂；旅欧新侨，’

开闽先河。明溪是镶嵌在闽西北土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国有史，邑有志”o明溪历史上曾八次编纂过县志，．因年代久

远，现仅存有明正德、万历、嘉靖，清康熙和民国编修的五种版本，

是极为珍贵的可资借鉴和规戒的存史之章。为将明溪六十多年的巨大

变化载入史册，县委、县政府于1984年初作出了修志决定，成立县
’

志编纂委员会及办事机构，开始编纂明溪新志o。调有志之士，积十年 ，

之功；集全县之智，融史料之精，五易其稿，始成新志。新编<明溪

县志>，再现明溪人民自明成化六年建县五百二十多年来的历史沧桑，

．特别是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创

业、竭智尽力、奋斗不息、共创辉煌的精神风貌，填补了半个多世纪

明溪历史记载的空白。新编<明溪县志>体现出时代和地方特色，门

类齐全、重点突出、通贯古今、详今略古，是一部承上启下、彰往昭

．来、资治当今、垂范后世的传世之作。

地方志素有“鉴往”、“识今”、“资政”、’“教化”、“存史”之功

能。历史上也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法。

我有幸在改革开放年代，到明溪主持政事近五年，·目睹众多风流人物

建设明溪之伟绩，亲历明溪大地之巨变，不免壮怀激烈，感慨万千。

f彳
、



如今披览新志，史料丰实，博采兼收，感受颇深。新编《明溪县志》

既是一部了解明溪、认识明溪、研究明溪的“百科全书”，又是一部

为各级领导认识县情、探求规律、正确决策提供历史借鉴的“辅治之

书”，更是一部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教育和进行优良传统教育的“教

科书”。

编纂县志是一项巨大的文化综合工程。志书的出版是各方面通力

合作的结果，也是一代一方智慧的结晶。借出版之机，对各部门、各

单位提供各种资料；对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耕耘、精心著述；对上级

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对各地专家、学者的热心帮助、指导致以衷心

的谢忱。

承先旨在启后，继往为了开来。前人已写下了光荣而自豪的一

页，正处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明溪人，更应该脚踏实地、勇往直前地为

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生活富裕、文明开放的新明溪，谱写

出无愧前人、造福今人、惠及后人的壮丽诗篇。

‘

中共明溪县委书记

|：1997年6月 印掣眵



序 二

。

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明溪自明成化六年

(1470年)建县伊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编修县志8次。距本

届修志最近期修志的为民国32年(1943年)。本世纪80年代初，明

溪开始编修解放后第一部新县志。几年来，经过各个部门和修志人员

的共同努力，新编<明溪县志>问世了。这不仅是明溪历史上的一件

大事，而且也是明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丰硕成果。

<明溪县志>的编纂，历经十载。编纂人员精心耕耘，历届县委、

政府一贯大力支持，实令我钦佩。我于1996年9月任职于明溪，正

处<明溪县志>定稿付梓之时，我深感志书创修之艰难，乃继续完成
前任的事业，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现在，终以告成，实感欣慰。

我们身在明溪，．一定要研究明溪，认识明溪，只有这样，才能更

好地建设明溪，振兴明溪o<明溪县志>出版，它将作为一部明溪的

“百科全书”，为人们提供关于明溪历史和现状的比较全面、系统、科

学的资料。同时，它亦将作为一部“教科书”，为全县广大干部、群

众，尤其是肩负未来的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

．统教育提供生动、具体的乡土教材。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衷

心祝愿勤劳勇敢的明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团结一致，奋力拼搏，为把明溪建设得更加

繁荣昌盛谱写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

塞蓥罾署墨委副书记 王 政
明溪县县长

工 以

1997年3月



．凡

一、《明溪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记述明溪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9现状。’

二、本志坚持“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志书所记述的事物，上限不限，力求

追溯其发端，‘下限至1990年。大事记、概述、政党、人大·政府·政

协卷下限延伸到1996年o‘t
“’

．三、本志设概述、大事记、各专业分志、人物、附录。各专业分

．志按事物性质设卷、章，不受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其顺序按先自然

后社会、先物质后精神、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排列，横排纵写，纵

横结合。

四：入志数据以县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主，统计局所

缺的，采用各有关单位数据。经考证有误的，按改正后数据入志。数

字书写，以国家出版局等有关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为准。

五、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产值等除注明1980年不变价外，均

以当年价计算。

六、计量单位：解放前的，按历史习惯记述；解放后的，一律采

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须换算的按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换算。本志解放

初的旧人民币，一律折成新人民币。



七、纪年与称谓：辛亥革命前沿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民

国纪年，每节首次出现时加括注公元纪年；解放后0律用公元纪年。

志书中所述的“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10月24日明溪县和

平解放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o

八、政区、机关名称、职官名称、地名，均依当时的称呼记述。

古地名加注今地名。 一
’

九、人物：分传记、名表章。立传人物贯彻“生不立传”原则，

以明溪籍人对社会发展有重要贡献者为主，兼收明溪籍人在外地及外

地人在明溪工作有重大贡献者，亦载个别反面人物，以资惩戒。入传

者按生年先后排列。“名表”按标准分项排列，生卒均收。

十i本志资料来源：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提供资料以及部门志

稿、旧志书、谱牒、报刊、专著及口碑资料，经核实后入志，一般不

注明出处。·

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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