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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纸箱厂

●镇釉面砖厂





●桃峰村昝似馆

●镇建筑工程队承建的县中医院



●移民新居

●桃峰桃源酒家

●高明村综合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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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祁山东峙，闻水南流，在青山绿水之问，镶嵌着一颗翡翠般的明

珠，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祁红”茶都，祁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

心——祁山镇。

祁山镇古称赤山镇，因汉初名将梅锅封侯后在镇西建城，别称梅

城。唐永泰间祁门置县，以本镇为县治至今。清成丰问以镇东祁山更

名祁山镇。两千多年来，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孕育出象方岳、汪机、徐

。春甫、马日瑁那样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

人民，战天斗地，。历尽艰辛，谱写了不朽的篇章。对如此光辉灿烂的

历史画卷，至今惜无系统记载。在“盛世修志”的今天，编修一部贯
． 通古今的《祁山镇志》，让本镇人民了解过去，珍重今天，展望未来，

励精图治，同奔“四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应镇政府的聘请，县志副主编程成贵及郑建新、倪国华三位同志

担任《祁山镇志》的编纂工作。自1990年8月起，他们查阅档案，搜

检史志，遍访12碑，广征博采历史资料，-利用工余时间，呕心沥血，辛

勤笔耕，历时年余而告竣。该志资料翔实，特点突出，文风朴实，体

例完备，但因年代久远，史科残缺，阙误难免，恳请读者纠谬补缺，以

俾续修时臻于完善。

《祁山镇志》的编纂得到了县政府办公室、县志办公室、县文化馆、

县档案局、镇直各部门和全镇人民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关心、支

持本志编纂、出鬏的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值此本镇历史上的第一部镇志问世之际，略赘数语，聊以为序。

中共祁山镇委员会书记 陈绍荣

1991年11月



序 二

乡镇志是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人云：国之志采于郡，郡

之志采于邑，邑之志则采于乡；乡无志则邑莫能究其根，邑无志则郡

莫能考其详，使乡里郡邑无志则国又何以周知天下之事而书耶?tl乡

至国，虽有崇卑广狭之分，而不可无志也l乡镇志不仅具有地方志

。存史，资政，教育”的作用，还是郡邑与国之志的“根”，是各级志

书纂修的基础和资料的来源，在地方志领域里历来占有一席之地。

祁山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镇，两千多年来的地理，经济、政

治、人文等资料，历经兵燹及水火灾害，大都散佚，茫无所稽，所存

者仅县志所载之一二，且零星分散，难见一镇历史之全貌。究其原因，

皆因无_专志也。。今值盛世修志之际，程、郑、倪诸君倡修镇志，深

得民心，全镇干部群众踊跃捐襄，上下同心，筚路蓝缕，操觚年余，趣

成此一盛举。 ，

本书以翔实的资料，记载了祁山镇两千多年来自然和社会的变迁，

着重反映了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概貌，它为我们认识和建设

祁山镇提供了历史依据，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最好的

乡土教材。在历史上第一部《祁山镇志》出版之际，■欣然命笔，以志

祝贺，是为序。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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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记述现状，下限定于1989·年，部分资料至，d990年。

一二、乡镇小志，难以求全。本志横排门类，因事设目，立地理、人

口、经济、政治、文化、风景名胜、诗文选辑、民间掌故、人物和大

事记要10卷。首列概述，以统摄全篇。
‘

三、为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本志将文化卷的部分内容分出，特

设风景名胜卷，详述胜景；选录历代名人记咏本镇胜景之诗文佳作，单

立诗文选辑卷；并选辑部分流传于民间的遗闻轶事，另立民间掌故卷。

四、人物卷分传、表记述，立传人物，均为以本镇为籍贯的已殁

之人；在县直机关单位工作的外县外乡人物t概不收录。

五、本镇自祁门建县即为县治，为避免与新编县志大事记重复，以

记事本末体记述发生在本镇范围内的重大史事，冠以“大事记要”，殿

于诸卷之末。
．

．

一

六、本志采用卷目体，体裁以志为主，兼及记、传、图、表、录

等，图片集中置于卷首，表格随文设置。

七、本志文体为语体文。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风景名胜和

民间掌故，以叙为主，掺以适当描写，以增加文采和可读性；其它各

卷均甩记叙文体。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

八、本志的历史纪年，1949年10月1日前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

纪年，其后采用公元纪年。一旧地名可考者注明今地。计量单位依历史

习惯记述。
’

九、本志数字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制定的《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

，

十、本志资料，主要采自历代县志、档案和专业部门提供的资料，

不一一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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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祁山镇是祁门县人民政府的所在地，位于安徽省南端祁门县境中

部，滨临闽江上游，襟黄山而连鄱阳湖，是皖赣边界的重要门户，黄

山市的西大门。面积36平方公里，设6个行政村和4个居民委员会，人

口26739人。

．．祁山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镇。祁山镇的前身为古黟赤山镇，

西汉时已颇具规模。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梅锅从刘邦攻南阳，

入函谷关，以功封列侯，在今镇西10里建城，称梅锅城，建宅于祁山，

造别墅于镇东眉山，故本镇别称梅城。汉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广

德王刘云客建行宫于镇之环田。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祁门置县，

以本镇为县治。清咸丰二年(1852年)，以镇东祁山易名祁山镇。自祁

门建县至今，均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祁山镇是一座风光旖旎的锦绣山城。雄伟挺拔的祁山屹立于镇东，

山顶电视铁塔耸入云霄，神奇的铁塔佛光堪称一绝。镇南凤凰山群峰

叠嶂，文峰塔耸立其巅，“塔峦高眺”向为山城胜景。镇西梯式茶园，

蜿蜒起伏，浮岚叠翠，茶山亭招四面来风，“采茶女”迎八方宾客，是

山城人民的游憩之所。阊水清莹澄澈，穿城而过，双桥横亘江上，似

双虹卧波；闽江柳堤，三亭联珠，绿柳，红亭，青山，碧水，山城景

色如诗如画。旧时有梅城十二景，虽因物换星移多已湮没，但古人题

咏具载旧志。众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旅游业提供了丰富的资

源。 ·

祁山镇是一块人文荟萃的钟秀之地。古往今来，本镇人才辈出，涌

现了一大批出类拔萃声震遐迩的人物。方岳，为官清正，刚直不阿，诗

与刘克庄齐名，词近苏(轼)辛(弃疾)之风，是南宋诗坛上一位著

名诗人。汪机、徐春甫，明代两位杰出的新安医家。汪机撰医著13种，

名扬海外，是新安医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徐春甫，宫廷御医，所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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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

接迹而至。”民国23年，农商部祁门茶叶改良场由平里迁至本镇，在镇

西建梯式条播茶园。建国后，祁门茶叶改良场改为祁门茶叶研究所和

‘祁门茶厂，新建祁门县茶场。祁门县茶场是一个兼营茶叶种植和加工

的企业单位。祁门茶厂拥有初制车间3个，精制、包装、修配车间各1

个，是国家外销红茶的主要加工基地。祁门茶叶研究所设栽培、育种、

植保、化验、制茶机械、科技情报资料6个研究室，1个示范茶场和1

个红茶初制试验车间，是专门从事茶叶栽培和加工制作研究的科研单

位，形成了一个从茶叶栽培、加工到科研的系统网络。1989年，本镇

境内有茶园5635亩，年产干毛茶320．8吨，精制红茶1738．88吨。每

逢茶季到来，采茶的姑娘，卖茶的农民，拣茶的女工，男男女女，上

上下下为茶忙，山上笑语盈盈，歌声悠扬；山下茶机轰鸣，香飘满城，

。祁红”茶都，生机勃勃。

祁山镇是一个山多田少的粮茶林区。解放前，农业长期处于自然

·经济状态，生产力水平低下。建国后，随着生产关系韵变革和科学技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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