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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一

序言

序 言

社会主义第一部《崇义县志》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诞生了!这

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事，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

盛世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从古至今， “治天下者

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似志为鉴"o我县自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立

县之始，经历469年，先后修县志8次。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修

第一部《崇义县志》后，明万历四十二年(16l 4年)、清康熙三十二年

(1693午)，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清咸丰六年(1856年)、

清同治六年(1867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民国37年

(1948年)，各修一次县志。这些“博物之书”，记载崇义舆地沿革、

天文地理、文化教育、乡贤良吏、名胜古迹、风土民情、兵燹匪患、

历史掌故，灭害详瑞，实为珍贵史料。但旧志系前人所修，瑕瑜互

见，其内容受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它偏于颂圣褒吏，粉饰

名胜、旌表节烈、咒骂改革、一贬低平民’，缺少经济，生产和科学技术

的内容。由于物换星移，世事多变，我县明万历、清乾隆两修县志，

至今失传；民国所修县志，也未能成书，只留下墨迹。 ～

崇义地处赣南西部，诸广山脉的东段，山川秀丽，物产丰富，

民风淳朴，人杰地灵。自古至今，志士仁人，学者名流，颇不乏人。

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崇义人民，素有乐诵读，勤耕织、俗善良，励家

园的美德。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崇义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国

家富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许多革命先

烈驰骋疆场，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为革命

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 立 ·

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崇义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社会主义

康庄大道上，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的伟大胜利。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崇义人民励精图

治，拨乱反正，锐意改革，开拓前进，出现了经济繁荣，百业兴旺的

新气象。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985年达11750万元，比1980年的4456万

元增加7294万元，实现了第一个经济翻番。农民年人平收入1985年达

48l元，比1980年增加402元。为了将这一伟大时代的历史，载入史

册，彪炳后人，中共崇义县委和崇义县人民政府于1984年lo月12日，

作出了新编《崇义县志》的决定，这是十分正确和适时的。

新编《崇义县志》，从成立县志办公室这一修志机构开始．历时

三个春秋。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人民群众的支持，专家学者的热情

指导；修志人员不辞辛苦，走南访北，广征博采，立足当代，回首过

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纠谬补阙，去粗取精，实事求是，详今略古，五易其稿，终

铸新篇。这部县志，记、述，志、传、图，表、录并举，据事叙实，

记载崇义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分为概述、大事记，地

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附录十个部分。用生

动、具体、准确的史料，反映了崇义立县以来，特别是解放三十五年

来，崇义各条战线所走过的曲折发展道路。这里有胜利前进的经验，

也有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教训。它将为崇义的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资料。它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

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共产主义品德教育的乡土教

材，是全县各级干部必备的“资治"之书。它的问世，使崇义人民能

更好地鉴古知今，在新的历史时期，谱写出新的诗篇。

欣喜新志告成，书此权以为序。

中共崇义县委书记黄先浪

崇义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本楠

一九八八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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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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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辫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

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记述本县自然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贯穿古今，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上限一般在明正德十二年(1517

年)立县，对有些需溯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截止1985年底。

三，本志分概述，大事记，地理编，经济编，政治编，军事编，文化编，社会编，人物

编，附录编十个部分。以概述总揽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8大编分52章217节，概述，大

事记，不列入编序列，也不设章，节；解放后玫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志。

四，本志各专业志按事物性质设编，分章，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相同事物，

不论其隶属何部门，均编入同一编，章记叙。

五，本志采用志，记，述，传，图、表，录等七种形式。以志为主，辅之以表，图和照

片。采用语体文记叙。概述，夹叙夹议，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

合。

六、遵循“生不立传一之原则，人物传只载有影响的已故人物。本县有影响的知名人

物，列表入志。已故人物以卒年为序J在世人物按参加工作先后排列。·

七，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一律沿用通称，采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采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矗解放后黟，系指1949年8月20日本县解放

之后。

八、政区，机关，职务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用现行

标准地名。专用名称，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以后采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崇义县委员

ll忖p暑ll卜

J，譬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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