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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川县志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详今略古，力求贯通古今，上限一般追溯到事物的发端或建县之始，下限断至

1990年底，重点记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史实。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和专志组成。概述，综述县情，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述建县以来

的大事、要事、新事；专志，分别门类设篇，篇以下设章、节、目(目又分大目、小目)，为了记叙

需要，有的章以下未设节，直接设目，也有的节只设小目或未设目。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概述，有叙有议，以叙为主，叙议结

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述，少数条目时问跨度较长，则采用记事本末体记述。专志各篇，

按事物性质横排门类，竖写史实，不作评述。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文体。选用历史文献或引用原文者，加上引号和标点。有关行

政区划、组织机构及职官，悉依当时称谓；有些县内古地名，能注出今名者尽量括注。

六、本志纪年，民国及其以前均用原纪年，每自然段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志书中所称“建国前(后)”，是以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日为界；

所称“解放前(后)”一般也与“建国前(后)”同义，但在有的篇章中，则专以1949年8月2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遂川为界。

八、《人物》篇中的传记、传略，根据“生不立传”的通例，记载了古代著名人物，近现代革

命先烈和有建树、有较大影响、知名度较高的已故人物；也为个别劣迹昭彰者立传，以警后

人。

九、专志各篇中互相交叉的内容，尽量避免重复。记述时，关系密切篇章从详，关联的篇

章从简，或者记述各有侧重，有的还采用互见法。

十、各种数据，一般采用县统计部门的数字，县统计部门没有的数字，则取业务主管单

位提供的数字。计量单位，建国前，依原资料记载的(或当时当地习惯使用的)单位，建国后，

使用国家规定的计量单位。

十一、所用资料，录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藏籍，中央和省、地、县各级文书档

案、报章，县内各有关部门编写的专业志(史)，民间谱牒，以及知情人士提供的文字和口碑资

料。为节省篇幅，用时未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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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遂川县地处江西省西南边境，吉安地区南部，位于罗霄山脉南段东麓。县境南北宽81公

里，东西长83公里，总面积3144．17平方公里；东邻万安县，南界南康县、上犹县，西连湖南

省桂东县、酃县，西北接井冈山，北抵泰和县。县城泉江镇距省会南昌市333公里，距吉安

地区行署驻地吉安市117公里。

遂川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人类已在此繁衍生息。夏商属扬州之域，春秋属吴，战国属

楚，秦属九江郡，汉属豫章郡庐陵县。东汉建安四年(199)，始建县于遂水之口，名日“遂兴”；

三国时，吴嘉禾四年(235)改名新兴；晋太康元年(280)复名遂兴；隋开皇十年(590)废遂兴

等6县，置安丰县(次年改名泰和县)；唐天裙十六年(919)，杨隆演据江南，国号“吴”，析泰

和县龙泉乡什善镇置龙泉场；北宋建隆元年(960)，南唐中主李王景升场为县，名“龙泉县”；北

宋宣和三年(1121)改名泉江县，南宋绍兴元年(1131)复名龙泉县；民国3年(1914)，改名为

遂川县。

县境疆域，初建县名遂兴、新兴时，辖区约包括今遂川和万安、泰和、井冈山的部分区域。

南唐置龙泉场后，保大元年(943)，西部边境“索头岭之东，春堂岭之西”入于湖南；北宋熙宁

四年(1071)，又划永兴、禾蜀二乡之半隶万安县。建国后，1952年，南康县巾石乡划归遂川管

辖。1959年，井冈山公社划归井冈山管理局，1969年，又将黄坳、下七两公社划入井冈山管理

局。1990年，全县辖2个镇、28个乡、2个国营林场，有374个行政村，4个居委会，4102个村

民组，33个居民组。

遂川素称“山高水清”，县内峰峦叠嶂，岭谷相间，河流纵横，溪涧密布。万洋、诸广两大山

脉，由县西界向北东绵延，形成西南地势高，北西和南东次之，北东低，似箕状向北东倾斜之

势；万洋、诸广两山主脉海拔皆在千米以上，构成遂川屋脊，万洋山主脉高于1500米，在县

境边沿有2000米以上的高峰5座，其中南风面海拔2120．4米，为全县最高点，是江西省第

二高峰；从遂川屋脊由南西向北东依次出现中山、低山、丘陵和河谷平原；靠南东边沿的县城

泉江镇海拔仅在90,---110米之间；北东边境遂川江出口处，海拔只有82米，为全县最低点。

县内遂川江、蜀水两大水系，均属赣江一级支流；主要河流有遂川I江、右溪河、左溪河、碧洲

水、巾石水、禾源水、大沙水、大汾水、蜀水、右江、左江。全县集雨面积在lo平方公里以上的

溪河有165条，总长1459公里，河网密度每平方公里0．46公里。这些地理特征，构成了全

县山多田少的特点。全县总面积4716255亩，其中林业用地3662403亩，占77．7％(如不按

使用情况划分，全部高山、中山、低山、高丘面积为3826650亩，占总面积的81．14％)；耕地

406649亩(含水田360640亩，旱地46009亩)，占8．6％；水面53174亩，占1．1％；村镇道路

及其他用地594029亩，占12．6％。 ．

县内从唐、宋、元、明到清初地广人稀，清代康熙以后，人口才逐步增长，清道光元年

(1821)增至258638人。建国后，入口迅速增长，1990年，全县总户数96476户，总人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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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202人．其中，男247600人，女229602人；农业人口441401人，非农业人口35801人。全

县有：汉、畲、蒙古、土家、壮、侗、土、哈萨克、回、苗、黎11个民族，汉族人口471485人，占总

人口的99．55％，少数民族人口共2147人，占0．45％。

遂川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县境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阳光

充足，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在15．1℃～18．7℃之间，年平均降雨量1421．2毫米，年平均无

霜期284天。土地肥沃，水田以水稻土类为主，山地以红壤类为主。水能理论蕴藏量29万多

千瓦，可开发水能20万千瓦；有温泉5处，其中汤湖温泉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粮油种植

一向是县内的骨干产业；畜牧、水产也有重要地位；林业为一大经济支柱，林木种类繁多，“龙

泉杉木”驰名省内外，古代木材计量方法——“龙泉码”源于遂川；“狗牯脑”茶1915年曾获巴

拿马一太平洋国际博览会金奖；金橘曾为贡品；板鸭远销南洋。矿产资源种类很多，砂金、石

灰岩、陶瓷粘土开发利用历史悠久，钨矿在民国期间已开始开采；铁、铜、铅、锌、镍、铌钽、铍、

稀土、耐火粘土、滑石、莹石、钾长石、泥炭、煤、岩金、铀、砷、锡、银、瓷土、硅石、叶蜡石、云母、

磷灰石、重晶石等都有蕴藏。

遂川，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农民起义。南宋建炎、绍兴年问(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席卷

今江西南部的彭友起义，曾占据龙泉县城四年。元末至正年间(十四世纪五六十年代)，彭时

中聚众万洋山，进而攻克龙泉县城，号为“东周”，称王十年，以后成为朱元璋的部下。明代崇

祯末年(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张献忠部将攻陷县城，设置县令。清代咸丰年问(十九世纪五十

年代)，太平军的活动，在县内前后经历7年，活动范围几及全县，入县的太平军最多曾及数

万人。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遂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

献。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分队伍，经营盘圩、戴家埔、大汾、滁洲、荆竹山

进入茨坪，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曾五次在遂川境

内指挥战斗，三次进驻县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遂川县委员会，创建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全

县广泛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农兵政权；人民参军参战，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严酷的军

事斗争；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和财政、贸易、交通、文化等方面的反“会剿”、反封锁斗争；使

遂川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省的全红县之一。红军撤离后，斗争火种

不息，直到抗日战争开始，仍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这些革命武装，以后编入了新

四军。朱德、陈毅、彭德怀、任弼时、谭震林、王震、滕代远、张云逸、萧克、何长工等都在遂川留

吓了革命斗争的业绩。许多共产党员、工农优秀分子洒下了鲜血，现在有姓名可查的土地革

命时期的烈士就有1547人。 一

抗日战争时期，赣北大部先后沦陷，江西省军政机关南撤。期间在县境建成遂川机场，成

为同盟国军的空军基地。遂川人民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应有的贡献。1945

年，日寇败退遂川，遂川军民团结抗战，与日寇战斗月余，收复了遂川。

解放初期，国民党反动军警残余流窜遂川，土匪、恶霸妄图利用“千山万水”作垂死挣扎，

遂川人民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剿匪反霸，建立了人民政权。此后，遂川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镇压反革命活动，肃清反动势力；完成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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