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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吉水县志》编纂告竣，．?可喜可贺!，“
4·

”吉水，历史悠久，‘文风昌盛，资源丰富， 山川秀丽。吉水人民有

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吉水儿女踊跃参军参

战，1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业绩。建国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吉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新月

．异，‘．成绩卓然。新编《吉水县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立足当

代，追溯渊源，纵横古今，详今略古，全面记述了吉水的建置沿革，地

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乃至古今人物、：民风习俗。内容广博，

资料翔实，门类齐全，体例完备，不失为一县之“百科全书"。这部志

书的编纂成功，无疑将为全县的四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同时，也提供

了一份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

生动教材。 、 j一：．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兴旺发达的重要历史时

期。我衷心祝愿家乡人民继往开来，．再接再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取得更大的成绩，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庶。 ，

～

-． ．． ：。
．’ 、： ，

，’． ：
、

j 李、水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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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吉水县志》出版问世：是吉水人民的一大喜事。’我谨代表县

委j；县政府，向关心、支持县志编纂，出版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各

界人士，向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全体编纂人员，表示谢忱。
‘·

．

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举

国上下j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正是这种盛世局面，促使县委、县政府

作出了编纂新县志的决定。自1981年成立编纂机构，历经七载，编纂成

书。
。

’。．√：、． 。 一．。 ．

我是1987年调来吉水工作的。’是时，县志初稿业已完成。为了熟悉

县情，我常把县志稿本置于案头，随时翻阅，从中察古知今，受益匪

浅，感受颇深。 、，‘ ∥ ：。，_’ ．j． }一

新编《吉水县志》是一‘个信息、资料的宝库i它全面记述了吉水自

隋大业末建县以来，自然与社会、经济与政治、风土与人文的历史和现

状，上溯千年，贯通古今j’涉及到各行各业的发展沿革。古人云，治天

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

天，志书所记的史料，’无疑将对施政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

新编《吉水县志》是一面镜子。它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吉水历史上的

盛衰、成败与得失，既记引以自豪的业绩，也记令人为憾的缺陷。特别

是客观地记述了建国三十多年来吉水的进步与曲折，成绩与失误。历史

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给人启迪，教人深思，催人奋进。

新编《吉水县志》又是一部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吉水先辈

们，给后人留下了绚丽多采的文化遗产，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业绩。

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

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吉水儿女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不惜抛头颅，洒热

血，仅为目捐躯的烈士就有六千余名。他们的英名永垂青史，他们的献

身精神将激励今人和后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英勇拼搏，勇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直前。

新编《吉水县志》还是·座沟通吉水与外界联系的桥梁。人们可以

通过这部县志，了解吉水的历史脉络，熟悉吉水的优劣长短，有利于发

展吉水与外界的横向联系，加快吉水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对于客居他乡

的吉水籍儿女，更可以通过阅读县志，加深对桑梓的眷恋，加强与故乡

的联系，为振兴家乡献计献策。

鉴古以知今，温故而知新。认识过去是为了开拓未来。我们编纂社
会主义新方志的根本目的，在于借鉴历史的经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坚信，勤劳朴实的吉水人民，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继往开来，兴利除弊，励精图治，求实创新，在吉水这块土

地上描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以更加辉煌的业绩载入新的史册。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崭新而浩繁的工程。尽管经过编纂者

七个寒暑的辛勤耕耘，但由于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困难，书中仍难免有不
： 少暇疵甚至错误，愿有识之士不吝赐教，以使今后续编县志更加完善．

，受县志编委之嘱，写了上面这些话，权作序言。．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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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去伪存真，详今略

古，立足当代，全面记述县境自然，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新中国

建立以来的史实。

=，本志编首置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分建置、自然环境，经济，政治，军

事、文化，社会、人物等8编，各编独立成章，共56章，编末附录文献辑存，传闻轶事和编

纂机构人员、审定单位及编后记。 ’’．

“

三、本志记事，上限一般自1876年起，与光绪元年(1875)版Ⅸ吉水县志》衔接，下限

一般止子1985年。大事记．人物编则记述至1988年。

四，本志以文为主，图表、照片随文设置。编纂时，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五，本志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不单立章节，散记于大事记及有关编章。

六，本志对县境四周边界的记述，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航摄的1972年版、．

1975年版l。l 50000军用地图为蓝本，参照清修《吉安府志》，《吉水县志》，《江西省舆地

图》卷七对吉水疆域的记载和1985年边界的实际情况。

七，人物编由传记、传略，简介，名录组成。本着“生不入传"的原则，入传记，传略

者均为巳故的有社会影响的人士，包括极个别劣迹昭著者。吉水籍红军老干部和有一定影响

的各界人士，以“简介’’记之。凡革命烈士，抗El阵亡将士、新中国建设中殉职人员和受省

级以上表彰的先进模范人物，均载之名录。

八，本志除引文、序号，历史纪年和习惯用语中的数字用汉字表述外，各种数字均以阿拉

伯数字记述。 ．

九，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采用历史纪年，每节第一次出现时，注出公元

纪年。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民主革命时期苏区纪年只记公元。

十、人物称谓，直书其名。‘对机构名称，地名，官名，均依历史惯称。专有名称，每章

首次出现时用全称，重现时用简称。

十一，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道光，光绪版《吉水县志》，省、地，县各级档案资料I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文献资料和报刊，县统计局统计资料，县委，县政府各有关部门提供的

资料，座谈访问，实地调查的原始记录或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概 述

(一)

吉水县位于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区东北部。赣江纵流北去，把全县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县境东面与永丰县交界，北面与峡江县接壤，西南与吉安县、吉安市毗邻。县城南，赣江与

恩江汇流，二水缭绕青湖洲间，状若“吉一字，吉水由此得名。

吉水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境内聚居。夏商之时属扬州地，春秋属吴，

战国属楚，索属九江郡之庐陵县。东汉为石阳，吉阳二县地，先后属豫章郡、庐陵郡。隋大

业末(615—617)，分庐陵水东11乡置吉水县．唐先后改称吉水镇、吉阳场。五代杨吴时为

县，隶新淦都制置使。南唐初为吉水场，保大八年(950)复升为县，隶吉州。元贞元年(1295)

升县为州，属吉安路。明洪武二年(1369)复为县，属吉安府。清袭明制。民国初，属庐陵

道，后改属第三行政区。1927年至1934年土地革命时期，吉水大部分乡村建立了苏维埃政

权，先后分属吉水县、庐吉县、公略县，新峡县苏维埃政府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吉水县属吉安地(专)区管辖至今。 ．

。，

全县总面积2747．17平方公里，列全区第4位。1985年设24个乡，1个镇，335个行政

村，2461个村民小组。建国初的1950年，全县只有56783户，213085人。到1985年，全县共

79241户，420713人，其中农业户72217户，384753人0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3人。在总

人口中，除400人分别属畲，满，壮、苗、回、。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外，其余均为汉族。

‘县治文峰镇，位于赣江与恩江汇合处，以城东南有文峰山而得名。昌赣公路穿越县城东

侧，赣江流经城西，水陆交通便利。北距省会南昌市196公里，南距吉安市23公里。自建县

始，一直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 -

境内地形南北长而东西窄，恰似哑铃。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最高点为大东山主峰，海

拔891米，最低点为县城北2公里处，仅海拔38米。地貌形态以丘陵为主，次为岗地、山地和

平原。 ，

境内山脉以赣江为天然界限。赣江东岸属武夷山余脉，赣江西岸属武功山余脉，海拔500

米以上的山峰有G9座，多分布在县境东南。其中以大东山为全县山峰之最，自南向北，绵亘

百余里，峰峦叠嶂，景色秀丽。 。·

’

本县水流属赣江水系。赣江流经西北部8乡I镇，境内流长5l公里，流域面积约195平

方公里。东岸主要支流有泷江、思江、住歧水，西岸主要支流为同江。全县江河水面面积

212548亩，占版图面积的5．1％。 ， j

吉水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具有东亚季风特点。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四季

分明，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18．2。C，降雨量1541．8毫米，．无霜期292天，全县大部分地区一

年中有5个月平均气温在20。C以上。主要灾害性气候有春寒、小满寒，高温逼热、暴雨j伏

秋干旱，寒露风、冰雹、大风、霜冻等，．以水、旱灾害发生频繁，危害较大。 一

乙Z 一



2 吉水县志

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有利于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全县耕地面积678326亩，

其中83．7％为潴育型水稻土，为大力发展水稻生产创造了条件。分布于江河两岸河谷阶地的

潮土，适宜种植经济作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61．729的红壤，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可利

用的各类草场毛面积达131万多亩，居全区首位。宜林荒山近百万亩，为发展林业提供了有利条

件。县内地表水除过境客水尚有22．56亿立方米，按耕地计算，每亩平均3344立方米，高于长

江流域每宙2670立方米的水平。水能蕴藏量达20．92万千瓦，其中可开发利用的水能资源为

8．2万千瓦。境内除人工种植粮食及经济作物外，野生植物有200余种。多数可加工利用。森

林植被种类繁多，主要有针叶树，常绿阔叶树和落叶树混交林、针阔混交林、竹林、油茶林。

县境东南山区，还有樟、楠、栎，铝杏等珍贵树种分布。除人工饲养的家畜家禽外，在部分山地

中，常有野猪、獐、麂、兔、狼，獾和稀有的华南虎、金钱豹、羚羊、穿山甲等出没其间。

岗地湖边，常见野鸡、野鸭、斑鸠，白鹤、天鹅等飞禽。潮湿之地，金环蛇、银环蛇，蕲蛇、

眼镜蛇等药用蛇类，也时有所见。县境江河交织，鱼类洄游栖息产卵方园数百里，有鱼类50

余种。地下矿藏以煤炭，石灰石储量较大，分布面广。除此之外，目前已探明的有金，银、

铜、铅、铁、铝，钛，稀土、陶土、泥炭、硅石等等十余种矿物，开采利用的前景十分可观。

(二)

吉水不仅山川秀丽，资源丰富，而且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县民或揭竿起义，反抗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的统治，或招忠募勇，

组建正义之师，抵抗入侵之敌。宋建炎二年(1128)，县人张仲添率众起义，围攻县城。建

炎三年，县人杨邦义死守建康(南京)，拒绝高官厚禄的诱降，誓不降金，惨遭金人杀害，

堪为后人楷模。宋德裙元年0275)，文天祥毁家纾难， “召吉州诸豪杰兵’’，本县忠义之

士，闻风即起，叔侄结旅，兄弟并行，随文天祥入卫临安，转战江南。上至将相，下至兵士，

同仇敌忾，奋勇抗元。文天祥一身正气，慷慨就义，成为后人敬仰的民族英雄。元至正十六

年(1356)，红巾军进军本县西北部，当地贫苦农民纷纷响应，拥李彬为首，合众参加红巾军。

清咸丰六年(1856)至十一年，太平军将领石达开等率兵在本县转战6年，贫苦农民奋起加

入起义军行列，矢志抗清。

辛亥革命的爆发，唤醒了县民的反帝反封建意识。1913年，县人欧阳武任江西都督，策

应李烈钧湖口起义，打响了讨伐袁世凯的第一枪。“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在外地求学的进

步青年纷纷回乡传播马列主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卓甫、周作仁，龚荣、陈振策等共产党员，先后从外地回

乡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农民武装，组织农民暴动。1926年10月，中共吉水县

支部成立。1927年4月，中共吉水区委成立。接着，农民协会、农民自卫队、妇女协会、共

青团支部．临时总工会等组织相继成立。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抗捐抗债，工农运动

蓬勃发展，革命风暴席卷城乡。期间，方志敏两次来县，指导农民运动。1927年秋冬，由于

蒋介石背叛革命，一批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

坏，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转入低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吉水属中央苏区。1928年6月，中共吉水县委正式成立，工

农革命逐渐从秘密走向公开。土地革命如火如荼，红色根据地迅速扩大。县，乡，村纷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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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苏维埃政权。毛泽东，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来到吉水，在水南，白沙，富滩一带指

挥红军作战。毛泽东同志深入乡村调查研究，写下了光辉的((东塘调查》， 《大桥调查》，

《木口调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拿起刀枪，扛起梭标，踊跃参军参战，粉碎

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数十支游击队，警卫营，’鸟枪队等工农地方武装与红

军主力并肩战斗。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源源不断开赴前线。从1930年至1934年，4全县近万名

优秀儿女自愿报名加入了工农红军，其中数千人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至今健

在的吉水籍老红军有李水清、肖文玖，蔡长风，戴润生、张开荆，姚国民，宋景华，张文碧、

董永清、王东保，何运洪、罗文华、李道之、罗仁全，刘春，廖季立、刘三源等一百多位党

政军领导干部。1934年10月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苏区人民深受摧残。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继续领导人民坚持斗争。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中，吉水儿女不借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

献。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县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烈士就达6100多名，其中巾帼英烈

176名。烈士英名，永垂青史l

抗日战争时期，全县人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从人力、物力等方面大力支援抗战。

吉水籍抗日阵亡将士达105名。1945年5月至8月，几股日军侵占吉水，一到处烧杀抢掠，无恶

不作，杀害县民达502人。全县人民奋起抗击9击毙日军40多人。。 ．

解放战争时期，处在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统治下的吉水人民，坚持地下斗争，打击国民党

武装力量。1947年lo月，中共闽浙赣区党委江西省工作委员会在本县八都阳岭设立工作据

点，发展党的组织，收集敌情，开展宣传，迎接解放。 ，·

-一 ·⋯

1949年7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县城。接着，全县获得解放。中共吉水县委，吉

水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从此，吉水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
。一一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全县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胜利地开展了剿

匪反霸斗争，开展了彻底摧毁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展了重点打击土匪，特务。

恶霸，反动党团骨干，1反动会道门头子的镇压反革命斗争，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

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

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同时，清除了旧社会无法治理的吸毒、赌博，嫖娼等恶习。当美帝国

主义把侵略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290名吉利L女跨过鸭绿江，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在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一县委领导全县人民

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坚决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

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但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以后，在左倾错误的

影响下，全县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力运动，使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事业受到严重挫折。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4党和人民团结一致，一同

甘共苦，纠正错误，战胜困难。在此之后开展的学习雷锋，学>----j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等活动，

使全县广大党员，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

”

。

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和损失。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霸道的日子里，全县党政组织基本瘫痪，许多干部，，

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在十年动乱中，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吉水人民坚持学习、工作和生产，

通过各种方式抵制和反对林彪，江青的反革命路线，终于迎来了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

集团的伟大胜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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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

引下，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全面拨乱反正，在各个领域内肃清“左黟的流毒，实事求是地纠正

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法制建设和干部队

伍的建设，努力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新的历史时期，全县人民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

开放，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

建国三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全县各条战线涌现了一大批先进

模范人物，其中有16人受到国家表彰，有45人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

，，=、
＼一／

自古以来，吉水以农为本。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贫穷和落后伴随着

朝代的更迭。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诞生的整整一个世纪里，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

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城乡经济凋敝，劳动人民饱受蹂躏摧残之苦，挣扎在饥寒交迫之

中。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11017万斤，每个农业人口平均生产粮食528斤。工业生产除了少

数几家私营的手工业作坊外，几乎是一张白纸。交通不便，市场萧条。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

满目疮痍的穷摊子。

新中国成立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千年来劳动

人民受剥削、遭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当家作了主人的吉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

更生，艰苦创业，努力发展经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从1949年至1957年，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得到大解放，经济建设迅速恢复，并

有计划地稳步向前发展。全县提前完成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1957年工

农业总产值4752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下同)，比1950年增长40．5％，平均每年递增

5％。

从1958年开始，在“大跃进’’、“共产风’’等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全县经济工作出现了

严重失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滋生蔓延，使经济建设蒙受损失。加上严重自然灾害，

工农业生产呈现下降趋势。1961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4005万元，}L1957年下降18．7％。1961

年以后，通过纠正左倾错误，贯彻党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黟方针，经济建

设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上升多j7616万元，比1961年增长90％。

从1957年至196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5．470。这期间大规模开展的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为以后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县经济建设

又陷入严重受挫、徘徊不前的境地。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由于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努

力，使“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工农业生产仍然保持了比较

缓慢的增长。1966年至197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年递增仅3．1％。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通过清除经

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口左万的影响，全县工作的重点迅速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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