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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方志纯

黎川，美丽富饶的土地，它洒满了世代劳动人民辛勤的汗水，浸

染着无数革命先烈殷红的热血!作为革命斗争的幸存者，我今天有

幸应黎川同志之请，为新编纂的黎川县志作序，感到由衷的欣慰和
万分的荣幸。 一

地处江西省东部边界的黎川县，是一个以山区为主的县，它的

东北部、东部、南部被高耸的武夷山脉纵横盘亘，峰峦起伏，绵延百

余里，有如一道绿色的屏障。黎川东、南与福建省为邻，西、北跟本省

、南丰、南城、资溪诸县接壤。黎川县在历史上曾属南城县，宋绍兴八

年(公元1 138年)才开始单独设县。当时，把南城县东南五乡划出，

另设一个县，名为“新城县"。因黎水贯穿县境，故别称黎川。元代时，

新城县属建昌路；明、清时，属建昌府。民国三年(1 91 4年)，为了避、

免与其它省的“新城’’县混同，改称黎川县。

黎川，有一部悠久而光辉的历史。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黎川人

民为了打碎身上的枷锁，为了获得翻身和解放，进行了无数次不屈
不挠的斗争，写下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黎川人民写下了最壮丽辉煌的革命篇章，揭开了威武雄壮

的崭新历史。而令我最难忘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黎川

亲身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那时，黎川是中共闽赣省委、闽赣省革命

委员会和闽赣军区所在地，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东北大门。中央领

导同志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曾把脚印留在这里的山山水水之间；许多重要的战斗，如洵口



2 黎川县志

之战、团村之战、飞鸢之战、硝石之战，在这块土地上展开鏖战，并取

得了辉煌的战果⋯⋯在这段难忘的峥嵘岁月里，我曾和黎川人民并

肩战斗、生死与共，结下了诚挚的情谊。事隔半个多世纪，当年黎川

苏区人民衷心拥护党和苏维埃政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热情拥军

优属，积极筹粮筹款支援前线，踊跃参军参战的动人事迹，至今仍深

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革命战争年代，黎川人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是作出了

贡献，作出了牺牲的。新中国成立之后，黎)11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

扬战争年代那种革命精神，为迅速改变老区贫困落后的面貌是作出

了巨大的努力的，取得了工业、农业、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令人可喜

的成就，为国家作出了新的更大的贡献。这些都是有目共睹，感人至

深的。

如今，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工作千头万绪，任重而

道远。黎川地处偏僻山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文化技术比较落后，

它所面临的任务，就更为艰巨，更为紧迫。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人员

重新修县志，将建县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数十年来，人

民群众经过艰苦奋斗创造的辉煌业绩，彪炳史册，能进一步激发人

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热情；又能从前辈们的社会实践中，总结

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宝贵经验及其教训，发现规律，了解现状，

为我们研究、制订与正确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历史

借鉴和现实依据；还可以从这部县的“百科全书”中汲取热爱家乡，

热爱祖国的精神营养，《黎川县志》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乡土教材。

我殷切期望这部新县志，能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殷切期望

黎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艰苦奋

斗，再展宏图，用实际行动，谱写黎川光辉灿烂的新篇章，实现老省

长邵式平同志1961年作的那首《德胜关·调寄沁园春》词中的预

言：“可断言，更好文章，还在后头。"

1989年1 1月4日于南昌



序 二

中共黎川县委书记：李华青

黎川县人民政府县长：赵令煌

鉴古知今，盛世修志。当全县人民豪情满怀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之际，作为本县“百科全书”的新编《黎川县志》成书问

世了!这是黎JII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项历史性工程的告

竣，是黎川县人民社会生活中一桩里程碑式的大事，意义重大，影响

深远，可喜可贺!

黎川，这个赣东边境山区县，自宋绍兴八年(公元1 1 38年)从南

城县析出单独建县，迄今已850余年。这期间，世局纷繁，人事代谢，

兴衰交替，历尽沧桑，但历代专事记录县情纵横捭阖的县志，却屈指

可数。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表明，本县最早的一部县志，是在明永乐年

间(公元1 403--1424年间)即距建县260年以后才开始编修的。此

后，曾分别于明正德十年(151 5年)、明隆庆五年(1 571年)、清康熙

十二年(1 673年)、清乾隆十六年(1 751年)、清道光四年(1824年)

和同治十年(1871年)续修县志6部。民国36年(1947年)，本县国

民党当局曾组建“文献委员会”拟着手编修民国时期县志，却因种种

缘故而夭折，所集资料及部分草稿，亦于1952年县城遭水灾时被淹

浸而荡然无存。这样，本县自封建王朝最后一部县志同治版本成书

刊行以后，县志失修已达1 10余年。旷日持久，时过境迂，资料收集

极端困难，加之历史进程已绝非旧社会的改朝换代可比，取而代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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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崭新时代，人民历史人民写，人民历

史写人民，这给新县志的编写增加了难度，提高了要求，也由此可见

重修新县志是如何的至关重要和刻不容缓!鉴于此，中共黎川县委

员会、黎川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作出决定，设立编史修志的专门机

构，纂修新编《黎川1县志》。

新编《黎川县志》，是本县自民国3年(191 4年)将旧名“新城"

改称“黎川”后的第一部县志，也是黎川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后的第一

部县志。。这部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进行编写，力求体现严格的

科学性和鲜明的时代精神、地方特色，着力反映黎川水秀山青、粮丰

林茂、资源富饶的自然风貌，反映勤劳、朴实和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黎川人民，自古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近数十年来，承

先启后，艰苦创业，振兴家乡，造福人类的伟大精神和光辉业绩，以

便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资政’’‘‘存史’’

和“教化"作用。

赏花莫忘育花人。值此志书问世之时，我们谨代表中共黎川县

委、黎川县人民政府，代表全县20万人民，向为《黎川县志》的编纂

出版工作操心费力的全体专职人员和县内外各界有关同志，致以诚

挚的敬意和谢忱!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详今略

古’’精神选组材料；采取继承方志优良传统和大胆创新相结合的撰

写方法，力求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客观、全面、系统地反映黎

川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服务。

二、本志上限自宋绍兴八年(公元l 1 38年)本县建立时开始，下

限截至1990年。部分内容根据需要适当远溯上限和延伸下限。

三、本志由图照、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附录等七部分

组成，采用志、记、传、录、图、表等诸种形式表述。正文为全志主体，

横排门类，竖写史实，但鉴于黎川为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全红县，又

是闽赣省领导机关驻地，为集中反映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特单

独设置“苏区”编。本志按门类分设有建置区划、自然环境、经济、政

治、苏区、军事武备、文化、社会、人物等九编和附录。各编分设章、
节、目，分项依时序顺次记述。

四、由于本县1952年发生过特大水灾，县存旧档案被大量淹

毁，有关民国时期史料甚缺；故部分门类民国时期记载不多或缺记

载。

五、本志著录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历史纪年，

并在各节每一历史年号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年、月、日均用公历。志中所述“××年代"，均系指20世纪
事。

六、本志所载地名、行政区划名、机关单位名，一般按事件发生

当时所用名；极少数名称根据需要改用今名或括注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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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所用文字，包括抄录、陈引旧资料文字，一律采用现行

简化汉字；数目及公元纪年的年、月、日均用阿拉伯数字；目序除用

汉字外，还兼用了阿拉伯数字及汉语拼音字母标序。注音所用音标，

除“方言”部分采用国际音标外，其余均用汉语拼音音标。

八、本志资料分别采自清同治十年版《新城县志》、《江西通志》，

各级档案部门有关新、旧档案，县内各部门专业志或资料汇编，家

谱，书报，有关当事人或知情人提供的材料，通过比较核实选用，但

一般不注明出处。各类数据以本县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统计

部门无法提供的，则以其他渠道获得的可信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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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黎川县地处江西省中偏东部，抚州地区东南部，武夷山脉中段西麓；介于东经116042，

——117。107，北纬26。597——27。357之间。东邻福建省的光泽县、邵武市，南靠福建省的泰

宁县、建宁县，西与本省的南丰县接壤，北与本省的南城县、资溪县毗连。县境东南隘岭，横

空百里，千峦一色，为赣闽两省天然之屏障。

县城东西宽49公里，南北长68公里，总面积1728．56平方公里。按第四次人口普查

时统计，1990年7月1日零时，全县总户数为46849户，总人口211229人，其中属于回、

壮、蒙、满、白、畲、苗等少数民族者仅322人，其余均系汉族。1990年年末共48663户，人

口211338人。总人口中，男性109179人，女性102159人，非农业人口43477人。1990年，

全县行政区划为15个乡，2个镇，1个垦殖场，下辖115个行政村，8个街道，1229个村民

小组。．此外，省属德胜关垦殖场在本县境内，该场辖6个分场，107个队。

县治设于日峰镇，面积15平方公里，1990年人口32349人，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

黎川历史悠久。文物考古人员曾在本县境内发现商代遗物——卑(ji矗，古代酒器)和西

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石器、陶片等文物60余件。由此可推定，在距今3000多年前，黎川人

民的祖先就已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和繁衍。

本县地域原为南城县所辖。三国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曾被分置为永城、东兴二

县，历时332年。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永城、东兴二县并入南城县。唐武德五年(公

元622年)复置永城、东兴，仅二年又废。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三月廿五El，将南城县

之东南五乡划出置新城县。因县内主河黎滩河又名中川，故县名别称黎川。民国3年(公

元1914年)，因当时全国有4个新城县，为避免重名，将本县正式改名黎川。建县以来至清

末，曾先后属建昌军、建昌路、建昌府所辖。民国初，黎川曾属归豫章道。民国16年(公元

1927年)废道建制，则直辖于江西省。民国20年至解放前夕，均属区治设于南城县的“江

西省第七行政区”。土地革命时期，黎川曾建立人民政权——黎川县革命委员会、黎川县苏

维埃政府，先后隶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江西省和闽赣省。1949年5月，黎川解放，自此

迄今，一直归江西省抚州地区行政公署管辖。
。

黎川是老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曾两次解放黎川。作

为联系中央苏区和闽北苏区间之纽带的闽赣根据地的中心地带，黎川在当时的战略地位

十分重要。1932年冬至1933年春，红军总部曾设在黎川，12月30日，红军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一次阅兵誓师大会在黎川举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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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杨尚昆、王稼祥、肖劲光等同志，曾亲临黎川从事革命活动。揭

开第五次反“围剿”序幕的“洵口战斗”就发生在黎Jil境内。1933年5月，以顾作霖、邵式

平、肖劲光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闽赣省委、闽赣省革委员会和闽赣省军区在黎川成立；

1933年7月，红七军团亦在黎川组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黎川人民深入土地革命，

踊跃支前，参军参战，为粉碎敌人反革命“围剿”，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

利，付出过重大的牺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黎川地属侵蚀丘陵，武夷山脉巍然雄踞于县境之东部、东北部及南部，使该三面连绵

隆起之势，渐次向中部及西北部倾斜。境内峰峦起伏，山地广阔。全境地势平均海拔在400

米左右。最高处为本县德胜关地区与福建省泰宁县交界处之杨家岭，海拔为1513米；最低

处为黎滩河注入洪门水库的汇合点，海拔仅100米。中部及西北部地势平缓，沿河分布着

大面积农田，均在海拔100—150米之间，是全县主要产粮区。

县内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年均温在17。一1 8℃之间。最冷为1月，平均气温

5．9℃；最热为7月，平均气温28．9℃。历年最高气温40．2℃，最低气温一8．5℃。年无霜

期从2月下旬到11月下旬约278天。年均日照时间为1776．6小时。常年降水量1751毫

米，是全省水份资源丰富的县份之一。最大风速32．6米／秒，最大雪深21厘米。既属中亚

热带湿润性气候，又具有山区气候特征。

第四纪成土母质演变而成的红壤，为本县主要土壤，所占面积大，分布范围广，占全县

土地面积的80．3％；其次是水稻土(占14．6％)和黄壤。山地以厚层有机质花岗岩红壤居

多，宜种油茶、桐树；农田以中潴灰麻沙泥田为主，多偏酸性，宜种水稻。

本县拥有多种类型的自然资源，经过积极开发，已逐步得到越来越多的利用，但目前

利用率还不高，生产水平较低，继续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大农业经济的潜力相当大。

1990年，全县实有耕地面积267843亩，其中水田257891亩，旱地10452亩；农业人

口人平均有耕地1．6亩，每个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3．27亩。县境东北部、东部和南部，为

武夷山主脉盘踞，绵延百余里，层峦迭嶂，系本县主要山林基地。林业用地190万余亩，占

县境总面积的73．5％，农业人口人平林业用地12．03亩；宜林地但尚无林地65万余亩，

占林地面积的34．19％。全县森林覆盖率为34．3％。境内主要植被有杉、松、油茶、油桐和

其他阔叶树；有的地区蓄有水杉、银杏、三尖杉、鹅掌楸、香榧、楠等29种属于国家重点保

护的稀贵植物；县境东部和南部山区还盛产毛竹等多种竹类；草药及部分中药材则几乎布

及全境。林副产品主要有松香、笋类及香菇等。全县现有水域139449亩，占县境总面积的

5．4％；其中已查明可用水面75300亩，占水域面积的53％。在水域中，纵横密布的河溪占

很大比例。其中主要河流有3条：黎滩河又名中川，全长47公里，纵贯南北，流经8个乡

(镇)，向西北注入洪门水库，汇归抚河；龙安河又名西川，流经5个乡(镇)，全长74公里；

资福河又名东川，流经4个乡(场)，全长43公里。全县年径流量16．6亿立方米。现有水

库、水塘总蓄水量3千余万立方米，除干旱年外，一般能满足生产和生活用水需要。全县水

能蕴藏量为2．57万千瓦，1990年全县共有水电站305座(其中县办全民所有制水电站3

座)，电机318台，装机容量6694千瓦，尚有1．9万多千瓦水能待开发利用。

矿产资源中以瓷土储量最大，且品质优良，种类齐全，仅日峰镇、社苹、德胜关三地区

的瓷土储量就达560万吨。石英石、高岭土、钟长石英矿和石英砂矿等储量均达10万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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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金属矿主要有钨、锡、锌、银、铜、铝等，但储量不多，仅钨、锌有少量开采。

主要野生动物中，兽类有虎、豹、狗熊、豺狼、猴、麂、野猪、山兔、刺猬、穿山甲等30余

种，禽类有雉鸡、斑鸠、竹鸡、猫头鹰、白鹭等近40种；此外，还有多种鱼类、贝类等。

本县自然灾害以洪涝、干旱为主要威胁，其次是霜冻、冰雹、大风和病虫害等。历史上

有记载的几次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分别发生在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水灾)，明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大旱)，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水灾)，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

午．，水灾)和民国28年(公元1939年，水灾)。解放以后，1952年6月上旬发生的水灾，

1963年6月下旬以后的大旱，1982年6月中旬的水灾和1983年4月28日发生的大风

灾，都给本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

黎川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解放了生产力，

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本县经济得到逐步发展。1990年，全县社会总产值37041

万元，国民收入19830万元，国民生产总值20004万元，人均国民收入938元，工农业总产

值(90年不变价)35942万元。

农业历来是本县经济的主体。农业用地、林业用地、草地和水域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95．6％，农业人口占全县入口总数的80％以上，农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

1952年为87．1％，1957年为82．6％，1965年为70．3％，1978年为69．1％，1990年为63．

14％。
“’

·

由于长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解放前，本县农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土地复种指

数低，耕作方法陈旧落后，粮食亩产一直在100公斤左右徘徊。新中国成立后，本县农业生

产条件、耕作技术和作物品种不断得到改善和改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

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大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投入增加，农村产业结构由

传统的单一粮食生产逐步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格局转变，农业科学技术也得到更大

程度的推广应用，使农业收入在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连年稳步上升。全县农田有效灌溉面

积，从1950年的9万余亩，发展到1990年的16．44万亩；农田化肥施用量，从1952年的

25吨增加到1990年的2．6万余吨；1990年，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36710千瓦，农村年用

电量715万度。199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22696万元(90年不变价)。

种植业特别是粮食作物中的水稻栽培，在黎川农业生产中占绝对优势。本县粮食作物

主要有水稻、小麦、薯类、杂粮、大豆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茶、花生、芝麻、黄(红)麻、荸麻、

甘蔗、晒烟、莲子等，其他农作物主要有蔬菜、果用瓜等。1"990年，全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431393亩(含复种数，下同)，占总播种面积的80％以上，其中水稻种植409996亩，又占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的95％以上；经济作物播种面积29265为，其他农作物90293亩。全县粮

食总产量，1949年仅为27550吨，1952年为43560吨，1956年为54801吨，1978年为

85980吨，1987年则提高到152056吨，1990年又提高到165804吨。1990年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产量达每亩384公斤，为1950年平均亩产的3．7倍。1990年粮食作物产值9312万

元(按80年不变价为4253万元)，经济作物产值168万元(按80年不变价为96万元)。按

1980年不变价计算，本县全部种植业产值，1950年为1412万元，1978年为2847万元，

1987年增加到4947万元，1990年又提高到5443万元。

山林资源的优势，是发展黎川林业的巨大潜力。解放前，县内林业生产均由私人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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