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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全面准确地记述

九江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及其现状。

二、本志为九江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市志。记述地域为1983年7月撤销九

江地区行政公署，将其10县划归九江市管辖后所辖的行政区域。

三、代表会届次。原九江市经历过地辖、省辖两个阶段，1980年以前为地

辖市，1980年3月升格为省辖市，与地区并存o 1983年7月，撤销地区建制，实

施市管县体制。由于原地区中共地委、专署属省派出机构，党政领导干部由省

委直接任命，地区也未设人大、政协组织。撤地设市后，党政领导须经各类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为完整记述各类代表大会的职能作用，志书所记中共九江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选举换届，以原九江市(地辖)为基础，相沿记

述。其中一至七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会为原九江市所召开，八届人大、政协

会后为撤地设市新班子召开。中共九江市委历届代表会相同。

四、时限。一般上溯1840年，下讫1990年，大事记延伸至1995年。郡府

县建置上溯设置之始，有的事项记自事物发端。

五、体裁。以志为主，记、述、志、传、图、表、录诸体分别运用。大事记以

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总述为与大事记延伸时间相照应，增写了1991

。1995年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主要内容。全志共68卷，首列概述，大事记，中

设各卷，末列附录，表随文，共计500多万字。

六、本志分四册出版，第一册为综合部类，第二册为经济部类，第三册含

经济、文化部类，第四册含政治文化部类。为调整篇幅和展现地域特点，原属

经济部类的邮政电信、港口编人综合部类。

七、历史纪年。辛亥革命之前用朝代年号，之后用中华民国年号，均夹注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年月日一律用阿拉伯字书写。

志中所写用“建国前”、“建国后”、“解放前”、“解放后”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后，统稿中未能完全统一起来。

U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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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物。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重点记载本籍历代各个方面有突出

贡献和有较大社会影响者，兼顾客籍在九江卓有建树的人士。以传主卒年先

后为序，生卒年份无考者按其谢世年代先后为序。对当代一些健在有重大建

树人物，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进行记述。由于资料不全，无论古代和近现代

人物，漏载的情况实难避免。

九、称谓。记述地名、机构名称、职称、计量单位等，均按当时称谓。对机

构或专用名词称谓，第一次出现概用全称，重见时用规范简称。但有些志文也

按平时的习惯写法，如“地委”、“市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系指中共九江

地委、中共九江市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有简化

为“文革”时期。

十、资料来源。主要选材于旧府志、旧县志、江西通志稿、新编县志、各专

业志、部门志等各种文献以及报刊和档案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各类数据以

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统计部门所缺，则采用各主管部门提供的资料。有的史

料有歧义又无法考证的，或并存，或俱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历史上称地方志为

“政书”、“官书”、“辅治之书”，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唐、宋、明、清朝

廷，把编修地方志列为州府郡县一项基本任务。它记述的丰富而宝贵的历史

资料为我们今天观今鉴古、研究地情、开发宝藏、扬长避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江位于赣鄂湘皖4省交界处的长江中下游结合部南岸。东枕鄱湖，西

屏幕阜，南接省内腹地，北濒长江冲积平原。世界文化景观庐山耸立于市区东

南鄱阳湖与长江之间，似天然屏障。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物产资源，使九

江有“鱼米之乡”、“赣北棉乡”、“江南鱼仓”的美誉。九江钟灵毓秀，代有人才。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宋代江西诗派创始人黄庭坚、南宋名相江万里以及近代

“二次革命”领导者李烈钧、当代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等，都出

生、成长在九江这块神奇的土地上。

市治九江城，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历称柴桑、江州、浔阳、湓

浦口。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名著中，都有对九江的描述o“九派浔

阳郡，分明似画图”，奇妙的庐山风光和绚丽的九江胜景，吸引着历代众多的雅

士名流、达官贵人来此揽胜探奇，研究考证，吟诗作记，传颂天下。地处要冲，

交通便捷，又使九江自唐宋以来，就成为车船辐辏，“来商纳贾的通都大邑”。

明清时期，更崛起为全国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属东南重镇o 19世纪60年

代初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使九江走向世界，但在旧中国，九江的发展是十分

缓慢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九江获得了新生。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市区由小城镇跨入

了中等城市行列，并朝着现代化大城市目标迈进。

九江编修地方志起源较早。据记载，自晋代始，唐、宋、明、清都编有《九江

图经》、《九江府志》等等。虽然自同治十一年(1872年)编修《九江府志》以来至

今已有120余年未修过志书，但九江历来的修志成果还是相当丰富的。

本届编修《九江市志》，是我市一项重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系统工程，它



是全面记载九江地区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门陈

百类，事越千年。诸如天文、地理、经济建设、政治、军事、科学、文化、风景、风

情、历史人物等等，不愧为“一方之总览”和地方之“百科全书”o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这部《九江市志》，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新市志，也是九

江有史以来第一部市志，因为今天的九江市包含了过去九江府、南康府的全部

区域和南昌府的部分区域。据此，本届编修《九江市志》的意义更加重大，亦可

谓前无古人。

我是1998年初来九江工作的，到任不久得知《九江市志》已全面进入总纂

阶段，并打印成终审稿和着手组织审稿及出版事宜，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九江

在我任期内可以完成一项服务当代、惠及后人的修志大业。由于1998年出现

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许多部队来九江参加抗洪抢险战斗，随后又组织灾区群

众重建家园，牵涉了大量人力财力。1999年，在全市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

仍然优先安排市志部分出版经费。500多万字的《九江市志》现在正式出版

了，这既是全体编撰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自本届修志以来历任市长共同

支持的结晶。借此机会，我向他们致以热忱的祝贺和诚挚的谢意。愿新编《九

江市志》更加充分地发挥“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

是为序。

云1『幺粞
(作者现为中共九江市委书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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