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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

是地记述历史与现状。力求形式与内容统一，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统一，突出时代特

色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采用小篇体，以类系事，以时为序，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力求横不缺项，纵不

断线，不作评述，寓观点于叙事之中。

三、本志续1991年版《弋阳县志》，上限为1986年，下限为2000年。为反映连续性，图

片、大事记、县领导更迭延伸至2004年。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志为主体，文字表述遵循江西省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2000年9月12日制发的《江西省续修地方志行文通则》。

五、机构、职务、区划等名称，概按不同时期的实际称谓记述，常用地名或组织机构名

称，除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外，一般使用简称。地名记载统以《弋阳县地名志》为准。

六、本志数据一般采用县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统计部门缺项则采用各单位上报数

据。数字则按1995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凡称以上、以

下、以内，均连本数在内。

七、本志遵循“生不立传”通例，只为已故有影响的人物立传，采用公元纪年。弋阳籍

或长期在弋阳工作已故老红军(包括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苏区干部)、县(团)级以上

的老干部及其他知名人士，弋阳籍及在弋阳出生在外地工作的党政军县(团)级以上领导、

获教授以上职称者以及海外知名人士载“人物简介”或“人名录”。获省(部)级、国家级表

彰人物，1991年版《弋阳县志》立传人物列表反映。凡1991年版《弋阳县志》已记人物，续

志不再重记。

八、1993年7月后，县监察局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为便于内容安排，本志将

执法监察列入党的纪律检查记载。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各单位编纂的专业史、志和上报材料，其次来自县地方志办编

纂的《弋阳年鉴》，县档案局及少量蹬调访材料等。

十、本志行政区3t,J图系根据赣志办字(2004]8号文件精神，由县民政局地名办提供勘

界和撤乡并镇资料，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绘制。截止时间为2004年12月。



J辜一，J

汪东兴

《弋阳县志》(1986～2000)经全体编辑人员的辛勤劳动，终于出版了。

自古“治邦国者，以史为鉴；治州县者，以志为鉴”o

弋阳县自宋代隆兴元年开始至20世纪90年代曾修志14次，这次修志是

第15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就积极倡导修志，国家也曾设立中国地方志小组具体负责此事，可见修志大

到对国家，小到对市县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弋阳县志》(1986。2000)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共产党

一贯正确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地

分析、研究和总结弋阳县的自然和社会历史，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弋阳县的真实

面貌。

弋阳是一个具有悠久革命历史传统的县份，英雄辈出。早在1925年，在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的领导下，弋阳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不

久，在方志敏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创建了苏维

埃红色政权；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称赞方志敏等革命先烈

的英雄业绩时曾说：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
j厶
确。

弋阳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县份，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有金、银、铜、铁、铀、

锰、铅锌、瓷土、大理石等丰富的矿产资源。

弋阳是一个山青水秀，文化昌盛的县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龟峰为丹霞

地貌，以其独特的奇峦怪石、秀美丰姿吸引着古今中外的游客。南岩石窟、叠

山书院、文星塔、信江浮石无不铭刻着弋阳文化发展的痕迹o

《弋阳县志》(1986。2000)是弋阳的“史记”，它的历史与祖国同步。弋阳

县各项工作的成果，充分体现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救中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弋阳县人民为此

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弋阳县志》(1986—2000)

做出了巨大贡献o

《弋阳县志))(1986～2000)是我们弋阳人民对过去的回顾，我们弋阳人民

继续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书写着弋阳崭新的历史。

弋阳，是我们的故乡。弋阳，是我们的骄傲。

汪东兴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

2004年3月20日



序二

裴建勤江枝英

“飞鸟不知陵谷变，朝来暮去弋阳溪”o这是唐代大诗人刘长卿一千多年前对人烟稠

密的弋阳古城的赞美。岁月匆匆，年流急急。弋阳自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县，

至今走过了一千七百九十多年的历史。弋阳人民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披荆斩棘，勤

劳勇敢，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人类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儿女，为中国的

文明史、文化史都作出了令人瞩目的光辉业绩。

弋阳是祖国大江中的一滴水，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弋阳的历史进程是与祖国的脉

搏一同跳动的，弋阳的发展史是祖国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弋阳县志》犹如一面镜子，映照

出弋阳发展的进程。弋阳自宋代隆兴元年间陈康伯纂修第一部《弋阳县志》至今，已是第

十五次编纂县志了。虽然新中国成立才短短的五十多年，但已经是第二次纂修县志，这充

分说明国泰民安，盛世修志。新中国的地方志编纂与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截

然不同，它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吸收古人的精华，剔除其糟粕，以科学、实事求是的严谨

方式修编的，既继承和发扬古人的优秀成果，又超越历代的任何一次志书，具有承前启后

的历史意义。

历史是无价的财富，可以充分利用。今天的县域经济建设，充分依据历史的经验，依

据本地的资源，依据沉淀十分浑厚的文化资源。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提出符合弋阳实际

的“工业做强，农业调优，旅游做大，城市建美”的战略性口号，大打特色品牌。我们充分认

识到，发展弋阳经济，功夫应下在特色上，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地域特色，不同的地域

文化都有着不同的特色，区别出特色，找准特色，对于我们更好地革故鼎新、弘扬特色，进

行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弋阳在突出特色的基础上，县域经济发展势头看好，已初见

端倪。工业强县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工业园建设紧锣密鼓，招商引资成绩斐然，彻底

改变了原有落后的机制。传统农业县的农业发展稳步增强，并加大特色产品的开发和利

用，实现产品加工、储运、销售一条龙。今天的弋阳农产品，已由原来的粗放产品变为精细

的商品，并包装成为富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商品，已走俏海内外。弋阳的旅游业更是发展

迅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龟峰为龙头，大做“吃、住、行、游、娱、购”旅游六要

素文章，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高规划，积极与全国的旅游市场接轨，旅游业将成为县域

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弋阳的城市建设更是发扬光大，明代诗人、宰相夏言眼中的弋

3S



·4· 《弋阳县志》(1986—2000)

阳古城“县古人烟密，城头戍鼓闻”的景象，今天更是旧貌换新颜，形成了“一江两岸”的新

格局，一座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秩序井然的山水型生态旅游城市将展现在世人面前。弋

阳近几年的经济健康发展呈现出经济与文化相互促进的规律，围绕主导产业展开的分工

协作日益形成，一切围绕经济这条主线，齐心协力，众人划桨，使弋阳经济建设这艘大船顺

利驶向胜利的彼岸。

《弋阳县志》(1986—2000)的付梓出版，标志着我县文化建设上的一项重要工程的竣

工。它虽然只记载了我县短短15年的历史，但洋洋近百万字的志书，却详尽记录了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在我县的巨大成就。这15年，我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社会更加进步和稳定，基础设施更加夯实和完善。可以说，本志的出版，是弋阳全县人

民辛勤劳动的结果，是15年来弋阳取得成就的大集成。

新县志的编纂成功，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为中华民族源

远流长的地方志库增添了一支新葩；可以增强全县人民的自信心，激发36万弋阳人民热

爱家乡，建设家乡，振兴家乡的巨大热情；同时，为广大干部增添了一面镜子。借镜可以振

衣，借史可以鉴今，可以吸取经验，减少工作失误。纵观古今中外的经验，以史为鉴，成为

一条亘古不变的定律。

弋阳人文胜迹密布，人文精神浓郁。弋阳文化有着古远的根系，它神秘的色彩还未尽

褪，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它，它也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今天的人们。事实上，弋阳的

文化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地方志就是对古文化的延伸。地方志以它特有的魅

力，特有的功能，教化着人民，推动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

“登高欲穷千里目，指点江山旌旗红”。老省长邵式平当年登临龟峰的诗句对今朝仍

有很强的激励作用，我们弋阳人必须继续扛起振兴弋阳的大旗，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

放，大胆创新，与时俱进，齐心协力，开创弋阳县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我们坚信：弋阳的

明天一定会更好!

裴建勤为中共弋阳县委书记，江枝英为中共弋阳县委副书记、弋阳县人民政府县长

200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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