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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风景是一个地方的衣衫，那么文化就是一个地方的灵魂,是一

个民族乃至一个地方赖以生存的精神和气脉。优秀的文化如春风细雨般

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悄然地孕育着我们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青山湖区有

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它属于过去，属于现在，也属于未来。为了让

大家了解掌握青山湖文化的历史、现状及美好前景，进一步增强对青山

湖区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责任感、使命感，激发热爱青山湖、建设青山

湖以及奉献青山湖的斗志和热情，我们编撰出版《文化青山湖》一书。

文化是一个地方的根，是一个地方活的灵魂，对扩大影响力、提高

知名度、提升发展品位、扩大对外宣传、树立良好的对外形象等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提升对内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的美誉度和

知名度，从而达到地方品牌的塑造与传播目的。新的时代对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建设。省、市提出建设文化强省、文化大市目标，青山湖区

委、区政府提出并多年坚持实施“文化强区”战略。文化对于我们无疑

是基础厚实、发展迫切、任重道远的大事业。

青山湖区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远在新石器晚期（约5000年

前），区域境内就有比较集中的原始居民点。至3000年前，南起青云

谱，北至艾溪湖一带，已形成居民的密集点。汉高祖刘邦命颖阴侯灌婴

于公元前201年在南昌筑城，城址选在“诸道之冲”，位于今青山湖区

湖坊镇境内的黄城村一带。因此，历史上素有“南昌城鼻祖”之说。在

近代，大革命时期扬子洲建立的江西首个农民运动协会，解放南昌的战

斗在罗家镇谢埠街打响……这些慷慨激昂的红色记忆，已经深深地烙印

在青山湖这片秀美的土地上。

文化是一种力量，我区坚持每年开展、举办大型文艺演出、赛事、

文化交流活动达100余次，极大地丰富了全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民间

舞蹈《北刘轿舞》《青山湖双龙戏珠》、民俗“齐客过年”已被列入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着力加强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相继建成区文化传媒中心、区文化馆等一批标志性

公共文化场馆。青山湖区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灯彩）之

乡”，区文化馆被评为国家一级馆。

面对一个区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和事业功绩，面对一个区如此众多

的文化人付出的智慧汗水和拼搏追求，面对一个国家如此广阔的时代潮

流和文化态势，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前人创造的灿烂文化细心整理编之入

书，没有理由不对我区自有史以来的文化史料客观考证修之成书。       

《文化青山湖》一书，是自本区以来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反映青山湖

区文化的书籍，共分上下两册。我们邀请到了邓涛、杨建葆、黎传绪、

梅联华等省内知名作家撰稿，对我区的地方文化、风俗文化、艺术文

化、红色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面的展示，追叙了青山湖的文明进

程，传承了青山湖的优良传统。

全书对青山湖文化的形成基础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挖掘，对其形成过

程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对其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前瞻性思考。读本还

特别注意了青山湖文化内在意蕴、核心价值和时代意义的挖掘。该书通

篇本着记而不评、述而不议、秉笔直书、详今略古的原则，详尽、真实

地记录青山湖文化事业发展的情况、现状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为青山湖

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客观完整的可鉴之资。

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青山湖文化事业及编纂《文化青山

湖》，得到了省、市、区各级各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长期得到了广大

文化工作者的关心参与，得到了曾经和正在全区文化系统工作的同仁

们的努力奉献，因而才有内容可写，才可写成有内容之书，当是心存

感恩，永远记之。编纂《文化青山湖》前后历时1年，约20多人参与撰

写、提供资料和修订审稿，几经修改易稿，于2013年12月召开专题评

审会获得通过。参与者的心血全溶于本书字里行间，可嗅可见。但由于

编书工程浩繁、时间紧骤、资料难寻，加之编者经验不足、能力局限，

难免有错漏遗憾之处，恳请领导、专家和读者见谅并斧正。值此读本出

版之际，真诚感谢关心支持青山湖区文化事业发展的领导和朋友。

 是为序，以待来者！

                                     二〇一四年元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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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坐标下的
·002· ·003·青艾文渊 【青山湖】

南昌市青山湖区位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省省会——南

昌市城区东北外环近郊，与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高新区城区和

南昌县穿插结合，大部分地区分布在赣江之滨、青山湖旁和艾溪湖畔。

该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风景秀丽。

青山湖区地处南昌市城乡穿插地带，其特点具有集南昌市历史文

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体的多元性。

青山湖区的历史源远流长，远在新石器时代（约5000年前），区

域境内就有比较集中的原始居民。夏、商、周时期，南昌市青山湖区属

扬州之域（《尚书·禹贡》）。春秋战国时属楚（《南昌府志——沿革

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南昌市青山湖区划为九江郡。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刘邦在大败项羽之后，于汉高祖五年

（公元前202年）命颍阴侯灌婴大将“渡江到豫章郡”以御赵佗，进而

平定南方。灌婴渡江后，于公元前201年在南昌筑城，城址选在“诸道

之冲”，位于今青山湖区湖坊镇境内的黄城村一带，因而此处素有“南

昌城的鼻祖”之说。

青山湖区在宋以前属南昌县管辖，1926年设南昌市后，分属南昌

市，由南昌县和新建县管辖。1957年正式成立南昌市郊区，此后，又经

历了两次撤销、两次成立的曲折过程。2002年，南昌市郊区正式更名

为南昌市青山湖区。

灌婴初建城，首选在青山湖区，青山湖区是南昌的发祥地。

灌婴渡江后选定南昌为郡治所在地，设豫章郡和南昌县，于公元前

201年在南昌筑城。城址选在今湖坊镇境内的黄城寺一带，距现在的南

昌火车站南站东南约4公里处，大抵是东起顺化门外15华里的黄城桥，

西至顺外兴福庄。据说，整个城墙用黏土和碎石拌和夯实而成，坚固结

实，全城周长10华里又84步。城辟6门：南有南门和松阳门，西有阜门

和昌门，东北3门以方隅为名。该城以昌大南疆而取名南昌，属地包括

今南昌市和南昌、新建、进贤、丰城等10县，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后

经东汉、三国、西晋500余年，南昌一直是豫章首府。到了东晋简文帝

咸安年间（371~372），豫章太守范宁对城墙作了一次较大的修葺，并

在城东北和西南又增辟两门。隋代改豫章郡为洪州总管府，洪州都督府

和江南西道的治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对该城不断进行了

扩建和增修，城墙改用青砖砌垒，唐初增筑的城西南隅又较全城扩大了

1/4，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又再次改建并加高扩大城门。元和四

年（公元809年）又扩建城东北隅。经过200余年的不断改造和扩建，

这时的唐城比原来的汉城增加了一倍多，周围达20余华里，城内人烟稠

密，商业发达，亭阁楼宇，鳞次栉比。至此，汉代的土城就演变为唐代

的砖城。象征古代南昌文明的滕王阁，就是建于唐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史称“西江第一楼”。

灌婴筑城定南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历史坐标下的
·002· ·003·青艾文渊 【青山湖】

南昌市青山湖区位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省省会——南

昌市城区东北外环近郊，与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高新区城区和

南昌县穿插结合，大部分地区分布在赣江之滨、青山湖旁和艾溪湖畔。

该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风景秀丽。

青山湖区地处南昌市城乡穿插地带，其特点具有集南昌市历史文

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体的多元性。

青山湖区的历史源远流长，远在新石器时代（约5000年前），区

域境内就有比较集中的原始居民。夏、商、周时期，南昌市青山湖区属

扬州之域（《尚书·禹贡》）。春秋战国时属楚（《南昌府志——沿革

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南昌市青山湖区划为九江郡。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刘邦在大败项羽之后，于汉高祖五年

（公元前202年）命颍阴侯灌婴大将“渡江到豫章郡”以御赵佗，进而

平定南方。灌婴渡江后，于公元前201年在南昌筑城，城址选在“诸道

之冲”，位于今青山湖区湖坊镇境内的黄城村一带，因而此处素有“南

昌城的鼻祖”之说。

青山湖区在宋以前属南昌县管辖，1926年设南昌市后，分属南昌

市，由南昌县和新建县管辖。1957年正式成立南昌市郊区，此后，又经

历了两次撤销、两次成立的曲折过程。2002年，南昌市郊区正式更名

为南昌市青山湖区。

灌婴初建城，首选在青山湖区，青山湖区是南昌的发祥地。

灌婴渡江后选定南昌为郡治所在地，设豫章郡和南昌县，于公元前

201年在南昌筑城。城址选在今湖坊镇境内的黄城寺一带，距现在的南

昌火车站南站东南约4公里处，大抵是东起顺化门外15华里的黄城桥，

西至顺外兴福庄。据说，整个城墙用黏土和碎石拌和夯实而成，坚固结

实，全城周长10华里又84步。城辟6门：南有南门和松阳门，西有阜门

和昌门，东北3门以方隅为名。该城以昌大南疆而取名南昌，属地包括

今南昌市和南昌、新建、进贤、丰城等10县，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后

经东汉、三国、西晋500余年，南昌一直是豫章首府。到了东晋简文帝

咸安年间（371~372），豫章太守范宁对城墙作了一次较大的修葺，并

在城东北和西南又增辟两门。隋代改豫章郡为洪州总管府，洪州都督府

和江南西道的治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对该城不断进行了

扩建和增修，城墙改用青砖砌垒，唐初增筑的城西南隅又较全城扩大了

1/4，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又再次改建并加高扩大城门。元和四

年（公元809年）又扩建城东北隅。经过200余年的不断改造和扩建，

这时的唐城比原来的汉城增加了一倍多，周围达20余华里，城内人烟稠

密，商业发达，亭阁楼宇，鳞次栉比。至此，汉代的土城就演变为唐代

的砖城。象征古代南昌文明的滕王阁，就是建于唐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史称“西江第一楼”。

灌婴筑城定南疆



历史坐标下的
·004· ·005·青艾文渊 【青山湖】

自唐以降，南昌城在城西南、城东北扩建新城（或曰“唐城”）以

后，汉代灌婴始建的老城逐渐风化为荒城一座，老城东面的两条赣江的

支流，由于河道泥沙的堆积而隔断，逐渐形成了两个南北走向的堰塞

湖，它们就是今天的青山湖和艾溪湖。

新建的“唐城”由于比灌婴所建的老城扩大了一倍多，且靠近赣

江、抚河，水路便捷，后经数次变更，到了后来就形成了城内城外有

“七门九洲十八坡”的规模和地名。民国十六年（1927年），为扩大市

区，南昌古城被拆毁，而今城迹只见地下的明代城墙砖，而老城是汉代

的土城，早已风化殆尽，难以找寻。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对古城、新城

的沧桑变迁，感慨系之，留下了不少感人的诗篇，略举几例为证——

其一，明代胡俨的《灌婴城》七言诗所云：

楚歌声断霸图空，独向江南气势雄。

列嶂青油屯夜月，连营赤帜动秋风。

荒台百尺遗黄土，故垒千年翳碧丛。

几度经过闲吊古，牧童吹笛夕阳中。

其二，明代王直《豫章十景·灌婴城》七言诗有云：

荒城驻马送斜曛，城上迢迢客路分。

开国已经唐帝子，建牙犹记汉将军。

遗墟寂寞闻狐语，野水微茫起雁群。

古韵雅存青艾风

欲问向来千载事，西风黄叶落纷纷。

其三，现代宗九奇《中国百城赋·南昌赋》节选：

夫南昌者，南方昌盛之川原也。

盖兆基乎上古，辟城池于西汉。

《禹贡》列扬州之域，《史记》载豫章之所。

钟灵兮，天应翼轸之分野；

毓秀兮，地接吴楚之龙脉。

廓庐岳、武夷以为门，包幕阜、罗霄而为宇。

南眺九连兮屏郡府，东观五水兮汇鄱湖。

陆水之所凑，交会六合；鱼米之所盛，滋荣八区。

北人南征兮平安之途，

南货北运兮黄金之埠。

物华天宝，王郎作《序》盛赞之；

人杰地灵，韩公为《记》慕叹也。

古郡之古，何谓之耶？

石锛贝冢识初民，聚渔猎乎湖畔；

洪崖翠竹知乐祖，定音律于山间。

夏禹以降，蝌蚪奇字，记事记人；

秦汉而下，篆隶古文，存实存真。

孔丘弟子澹台，友教乎南疆；

刘邦大将灌婴，洗马于豫章。

郡城高筑兮广开六门，百粤远御兮平定一方。

南湖杏花楼，娄妃妆台遗胜迹；

东郊艾溪湖，羽衣仙女话传奇。

天地茫茫兮，岁月漫漫！

人文总总兮，史迹斑斑！

新城之新，何谓之耶？

七门九洲十八坡，渐成追思之旧事；

一江两岸五片区，已是动感之都市。

古城区，老城区，古街流光，超市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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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以降，南昌城在城西南、城东北扩建新城（或曰“唐城”）以

后，汉代灌婴始建的老城逐渐风化为荒城一座，老城东面的两条赣江的

支流，由于河道泥沙的堆积而隔断，逐渐形成了两个南北走向的堰塞

湖，它们就是今天的青山湖和艾溪湖。

新建的“唐城”由于比灌婴所建的老城扩大了一倍多，且靠近赣

江、抚河，水路便捷，后经数次变更，到了后来就形成了城内城外有

“七门九洲十八坡”的规模和地名。民国十六年（1927年），为扩大市

区，南昌古城被拆毁，而今城迹只见地下的明代城墙砖，而老城是汉代

的土城，早已风化殆尽，难以找寻。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对古城、新城

的沧桑变迁，感慨系之，留下了不少感人的诗篇，略举几例为证——

其一，明代胡俨的《灌婴城》七言诗所云：

楚歌声断霸图空，独向江南气势雄。

列嶂青油屯夜月，连营赤帜动秋风。

荒台百尺遗黄土，故垒千年翳碧丛。

几度经过闲吊古，牧童吹笛夕阳中。

其二，明代王直《豫章十景·灌婴城》七言诗有云：

荒城驻马送斜曛，城上迢迢客路分。

开国已经唐帝子，建牙犹记汉将军。

遗墟寂寞闻狐语，野水微茫起雁群。

古韵雅存青艾风

欲问向来千载事，西风黄叶落纷纷。

其三，现代宗九奇《中国百城赋·南昌赋》节选：

夫南昌者，南方昌盛之川原也。

盖兆基乎上古，辟城池于西汉。

《禹贡》列扬州之域，《史记》载豫章之所。

钟灵兮，天应翼轸之分野；

毓秀兮，地接吴楚之龙脉。

廓庐岳、武夷以为门，包幕阜、罗霄而为宇。

南眺九连兮屏郡府，东观五水兮汇鄱湖。

陆水之所凑，交会六合；鱼米之所盛，滋荣八区。

北人南征兮平安之途，

南货北运兮黄金之埠。

物华天宝，王郎作《序》盛赞之；

人杰地灵，韩公为《记》慕叹也。

古郡之古，何谓之耶？

石锛贝冢识初民，聚渔猎乎湖畔；

洪崖翠竹知乐祖，定音律于山间。

夏禹以降，蝌蚪奇字，记事记人；

秦汉而下，篆隶古文，存实存真。

孔丘弟子澹台，友教乎南疆；

刘邦大将灌婴，洗马于豫章。

郡城高筑兮广开六门，百粤远御兮平定一方。

南湖杏花楼，娄妃妆台遗胜迹；

东郊艾溪湖，羽衣仙女话传奇。

天地茫茫兮，岁月漫漫！

人文总总兮，史迹斑斑！

新城之新，何谓之耶？

七门九洲十八坡，渐成追思之旧事；

一江两岸五片区，已是动感之都市。

古城区，老城区，古街流光，超市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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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区，开发区，新园溢彩，高楼林立。

天蓝云白兮，山青而水碧；

花红草绿兮，风和而日丽。

物换星移兮，抚今而追昔；

怀继往之情，抒开来之意。

诗云：

青青杨柳岸花红，

古郡新城四望中。

极目水天观雁阵，

人文一字写长空。

罗珠开基豫章南

“豫章家声大，湘水世泽长。”这是福建仙游罗氏祠堂的一副对

联。意思是无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还是域外番邦世界各地，举凡罗氏

后裔，都坚定地认准豫章（今南昌）为天下罗姓的发祥之地；而豫章罗

氏的始祖罗珠，则来自湖南省的湘水边。

罗珠为秦武陵（湖南常德）县令罗君用之次子。因其父受命督运官

铁，行船至洞庭湖遇风暴溺水而亡，罗君用的弟弟和女儿寻尸不获，均

投河自尽，汉高祖刘邦悯恤罗氏忠孝，乃封罗君用仅存的儿子罗珠为治

粟内史，景帝初年，改官名为大农令。

据《江西通志》载：罗珠“高祖时跟随灌婴，平定豫章，有功德于

民”。公元前201年，灌婴在豫章郡，始筑南昌城，但第二年，灌婴奉

诏北调，根据当时的人力物力，仅用一年时间建成一座浩大的城池是不

可能的。据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罗氏族谱》载“灌婴筑城，辟六

门，未竟真功，罗珠继其功”，可见罗珠接手灌婴筑城，功不可没。

吕后专权时，罗珠为避免殃及自身和家庭，乃隐居洪崖（今南昌

梅岭），潜心钻研医药为民治病，并以禽鸟为伴，听泉声为乐，故有

“洪崖先生”之号；并在梅岭广植松柏，虽身在山野，却心中有汉（朝

廷），故将所植之松柏称为“汉松”与“汉柏”，自己也以“汉”和

“怀汉”名之，“罗汉松”与“罗汉柏”因此而得名。罗珠终老西山洪

崖，西山的最高峰洗药峰又名“罗汉岭”，而罗珠的后裔发脉为“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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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区，开发区，新园溢彩，高楼林立。

天蓝云白兮，山青而水碧；

花红草绿兮，风和而日丽。

物换星移兮，抚今而追昔；

怀继往之情，抒开来之意。

诗云：

青青杨柳岸花红，

古郡新城四望中。

极目水天观雁阵，

人文一字写长空。

罗珠开基豫章南

“豫章家声大，湘水世泽长。”这是福建仙游罗氏祠堂的一副对

联。意思是无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还是域外番邦世界各地，举凡罗氏

后裔，都坚定地认准豫章（今南昌）为天下罗姓的发祥之地；而豫章罗

氏的始祖罗珠，则来自湖南省的湘水边。

罗珠为秦武陵（湖南常德）县令罗君用之次子。因其父受命督运官

铁，行船至洞庭湖遇风暴溺水而亡，罗君用的弟弟和女儿寻尸不获，均

投河自尽，汉高祖刘邦悯恤罗氏忠孝，乃封罗君用仅存的儿子罗珠为治

粟内史，景帝初年，改官名为大农令。

据《江西通志》载：罗珠“高祖时跟随灌婴，平定豫章，有功德于

民”。公元前201年，灌婴在豫章郡，始筑南昌城，但第二年，灌婴奉

诏北调，根据当时的人力物力，仅用一年时间建成一座浩大的城池是不

可能的。据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罗氏族谱》载“灌婴筑城，辟六

门，未竟真功，罗珠继其功”，可见罗珠接手灌婴筑城，功不可没。

吕后专权时，罗珠为避免殃及自身和家庭，乃隐居洪崖（今南昌

梅岭），潜心钻研医药为民治病，并以禽鸟为伴，听泉声为乐，故有

“洪崖先生”之号；并在梅岭广植松柏，虽身在山野，却心中有汉（朝

廷），故将所植之松柏称为“汉松”与“汉柏”，自己也以“汉”和

“怀汉”名之，“罗汉松”与“罗汉柏”因此而得名。罗珠终老西山洪

崖，西山的最高峰洗药峰又名“罗汉岭”，而罗珠的后裔发脉为“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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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繁盛为天下1200万罗姓子孙。在南昌市，主要有青山湖区罗

家镇、南昌县柏林罗村、莲塘镇罗村都奉罗珠公为宗姓始祖。

自罗珠之始，家族繁衍，广播四海，民间有“罗无二派”之名言。

韩国是罗氏海外后裔主要居住国家，据韩国《锦城罗氏大同谱》记载：

豫章罗氏至强公，唐代任尚书左仆射兼御史中丞大夫，因反对唐太宗李

世民征伐高句丽廷议，为避祸而逃至韩国，在新罗朝廷任左丞相，由于

官居高位，显赫一世，于是家庭繁荣，人丁兴旺，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韩

国“锦城罗氏”。

豫章罗氏在韩国的另一支是“罗州罗氏”，据史料记载，罗州罗氏

的始祖为宋代江西南昌东岗罗村（今南昌青山湖区罗家镇罗家村）人罗

富，奉命东渡，出使韩国，因宋亡而不及回朝复命，乃居于罗州，在高

丽朝廷出仕，官至正议大夫监门卫上将军。至今，锦城罗氏和罗州罗氏

分别在韩国的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共计60万罗姓韩国公民都认豫章罗

珠为他们的宗姓始祖。

唐代中叶，豫章罗氏后裔开始迁入湖南、湖北，宋末元初又进入福

建广东。清代广东梅县的罗芳伯在南洋的加里曼丹岛（今印尼）建立

了一个共和制的兰芳国，立国时间达108年（1777~1885），其实行的

“大总长制”实为共和制，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制的华人国家，创建人就

是豫章罗氏后裔罗芳伯。至今，海外的豫章罗氏后裔除了韩国之外，约

40万人分布在东南亚国家。

古时的青山湖，依山傍水、土地肥美，是世人眼中远离纷扰战乱的

“桃源”。除了豫章罗珠一门，更是吸引了天南地北无数名门世族之

后。

一、陶渊明后裔的繁盛

据史料记载，轩辕氏一生历经52战，降炎帝、诛蚩尤，开启了中华

大地五千年文明之始的黄帝，便是陶氏一支的始祖。

公元前2377年，轩辕帝玄孙帝尧降生。继承兄帝位之前，曾被封

于陶，后又改封于唐，史称陶唐氏。于是帝尧的后代有的姓唐，有的姓

陶，实则为一脉。

后尧择舜为帝，舜又把帝位禅让给大禹，大禹的儿子封地在虞，子

孙就姓了虞。舜的后裔孙虞阏在周朝帮了专管制陶的官，官名称“陶

正”，后来他的裔孙就以官名为姓，姓了陶，这便是陶氏的另一支脉。      

帝尧60代裔孙陶同，因避战祸从江苏丹阳迁徙到江西浔阳。其孙孙

陶侃，字士衔，谥封恒公，是晋朝大功臣。自县吏入仕，官至太师，为

官60余年，辅佐三代君王。生17子，幸存10子，个个官至太守以上。

帝尧65代裔孙陶渊明，他是陶侃子孙，字元亮，后改字为潜，号

“五柳先生”。他是两汉魏晋南北朝800年来最杰出的诗人、词赋家与

名门世居青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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