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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载县文物普查领导小组《：万载县文物志：》编委会



前 言

遵照国务院和省，地主管部门有关文件精神，在县委，县

政府领导下，我县于1979年8月至lo月和1982年4月至11月，先后

两次组织专业队伍，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普

查，基本摸清了万载县文物现状。汇编了《万载县文物普查资

料》，充分反映出万载县的历史悠久，文物丰富。这是编写《万

载县文物志》的重要依据和基础。

《万载县文物志》是一本记述至今已发现和收藏的文物及其

保护状况的专志，分概述，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三部分。通过它

使人民了解万载数千年的文明历史，激发人们更加热爱这块美丽

的土地，并加倍努力把万载的山河装点得更加壮丽。

本志编写，组织了专门班子，分编专人主笔。在编写过程

中，查阅了《江西通志》，《袁州府志》，《万载县志》、《万

载革命斗争回忆录》，《万载县党史资料》．《万载县地名志》

等文献二十种近百册。并经多方征求意见，集体反复修改定稿。

本志在编写工作中，得到了江西省文化厅、省文物志编纂办公

室，宜春地区文化局、江西省文物工作队的关怀，指导和帮助。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为本志亲笔题

字。县委宣传部，党史办，县政府办公室，文化局，财政局，县

志办，湘鄂赣革命纪念馆，图书馆，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县文化



馆等单位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l

编写文物志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水平有限，缺少经验，错

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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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辑，是根据1979年和1982年文物普查的现存地

上，地下及收藏在万载县博物馆、湘鄂赣革命纪念馆，万载县图

书馆、万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以及散存在群众手中的历史文物，．

革命文物，按历史时代为序编排的。全志上下三千多年：共3

编．14章，25节，192个条目’各类文物一览表9份，万载县行政

区划图和万载县苏区图以及文物分布图8份，线图，拓片，照片7

208幅J彩色图版12帧I文物工作事记等，共12万余字。并附有

历史沿革表和已毁文物登记表各一份。 ，

二，本志收录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碑碣，，艺术

雕塑，摩崖石刻，图书，古字画和革命旧址、旧居，战场遗址，

革命纪念设施，红军标语以及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的藏品，均择

其具有历史、科学，保护价值者志述，一般的则列表记载。

三，鉴于方志对汉以前本县历史沿革的记载多不翔实，故志

中将考古发现的商至春秋战国的主要文化遗址，录供参考·

四，本志以物为目，涉及到的人，事、艺文等列为附记。凡

引用的文献资料，在文尾注明出处或注释，以便查阅。

五，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历史时期的政权，职官等名称， ，

均按当时的称谓。无历史年代的，则以古文化为分期。古代文

物，以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革命文物，以公元纪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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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括注历史纪年。古地名或一地多名者，加注今名或夹注别名。

六，本志所用文字，以规范的简化字为准。记录铭刻，书画

题跋，碑文和引用古籍文献原文，则按原字样抄录。记录人名，

地名，文物等专用名词，有的用了简化字，但为了不引起误解，

故保留原来的繁体或异体字。

． 七，记载的碑碣，古字画、红军标语、馆藏革命文物等，将

原直书改为横排。对一些字形不清晰者，则划搿口，，号占格。校

正补缺文字，则以方格符号或括号内加补缺字。

八，文物单位的距离，均以现在的县治所在地为座标。

九，计量单位·里程统用公里，面积统用平方米·长度统用

米，厘米，重量统用公斤，克’数字统用阿拉伯字数码。

十，为了方便查阅，本志所有文物分布图中的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古建筑，革命旧址，旧居，战场遗址，革命纪念设施，

红军标语等备用不相同的符号标注。

十一，本志虽本着“求实存真，言之有据，，编校，但涉笔疏

误，在所不免，敬希专家、读者正其谬误，补其缺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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