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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县志是经世之用的“辅治之书”。古人说： “治天下者以史为

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故历代均致力编纂志书，以彰往昭来。

《兴国县志》始修于宋代，先后十次编修，末修于清同治十一

年。失修迄今，已百余年。其间社会变革，经济盛衰，风化淳浇，

年深月久，或将湮没、讹传。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兴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坚苦卓绝，功垂千秋。总

结这些光辉业迹，汇辑成篇，实为当务之急。中共兴国县委、县人

民政府有鉴及此，于1980年秋决定并着手新修县志。今天，新编

《兴国县志》成书问世，它将为我县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提

供历史借鉴和依据，并使后人深刻认识到创业艰难，改革不易，从

而奋发有为，励志图新。当前，正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崭

新时代，全县人民当能从新编《兴国县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

建设山青水秀，政通人和，民风淳厚，各业兴旺，经济发达，人民

富庶的新兴国而谱写新的篇章。是为序。

县 长 魂荔郝
1 9 8 7年l 2月



序二

新编《兴国县志》，旨在借鉴历史，服务现实，启迪后人。使

人们了解兴国的过去，热爱兴国的现在，将更好地建设兴国的未来。

在中国共产党兴国县委员会、兴国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

1 9 8 0年9月开始编修，经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全体修志人员

的艰苦努力，广征博采，反复修订，四埸其稿，终于出版。全国政

协副主席萧华生前为《兴国县志》题写了书名。
’

兴国山川壮丽，文化悠久，人才辈出。兴国人民意志刚强，不

畏强暴，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南宋时期，兴国就曾是民族英

雄文天祥从事抗元斗争活动的地区之一。清初佃农李鼎三也曾创立

．“佃农会馆”，向封建地主阶级开展减租斗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又曾是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事革命

活动的重要地区。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兴国人民为中国的革

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全县2 3万人口，前后参军参

战8万多人，为革命献身的英烈2．3万余人，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

的英雄事迹。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曾授予“模范兴国”

的光荣称号。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兴国人民

坚持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J后，兴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农业、工业、财贸、交

通、科技、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共



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改革、开放、

搞活的总方针，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县呈现

出安定团结、繁荣兴旺的新气象。

自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 8 2年)建兴国县以来，至今已

有一千余年历史。在此期间，先后曾十修县志，最后一次修于清同

治十一年(公元l 8 7 2年)。嗣后迄今，长期失修。新编《兴国

县志》的出版，填补了我县这一历史空白。’它将为我县人民从事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为教

育全县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提供生动、具体的

教材。同时也为各级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掌握

我县历史情况，进行科学决策和管理，发挥积极作用j。 ．

·新编《兴国县志》，在编纂中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按照新

观点、新材料、新方法记载了兴国的建置、区划、自然地理、政

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和风土人情等史实。力求观点

正确、资料翔实，文字通顺，以体现兴国的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

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谬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新编《兴国县志》即将问世，借此谨代表兴国县县志编纂委

员会，向所有为新编《兴国县志》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各位领导、专

家、教授、顾问和编纂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访据坪
●

．．⋯ l 9 8 7年1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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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相

统一。

二、本志通合古今。上限一般追溯事物在县域内的发端，下限至

1 985：午，有的事物记述至付印时为止。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看重记

述兴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编写，志为主体。

横排f-j类，纵写史实，一般不作评论。

四、本志为全面反映兴国县在苏维埃时期及其前后的历史面

貌，对超越县域的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领导人以及省以上机关在兴

国进行的重大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载入《苏区纪略》。

五、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分别在有关卷、章和《大事记》中

反映，不作专卷记述。

六、立传人物，多系英烈，部份为已故的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

士。旧志中已作传记的，本志不予重载，只对被歪曲了的重要历史

人物，重新立传。。 ，

七、本志纪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简称“苏维埃时期”)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简称“建国后”)，均以公元纪年。

其它历史时期，概用历史纪年，必要时加注公元纪年。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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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除引文外，概用语体记述。有关数字书写，按1 986年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书写。建国后的各项数据，均采用县统计局资料，统计

缺项，则用有关单位数据：： ∥、

九、本志的度量衡单位，按各个历史时期当时使用的单位、名

称记载。
’

十、行政区划、地名、政府、官职均按各个历史时期的称谓记
． ‘．

述：“
一

√’ 一 ·

十一、本志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档案、图书馆藏籍、历修旧志、

历支文物和有关部门、当事人、‘知情人所提供。编纂时除叙述中有

说明者外，一律不注释资料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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