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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志

已逾

将湮

没讹传。尤其半个多世纪来，都昌人民筚路蓝缕，进行革命和建设，坚苦

卓绝，光照千秋，将其汇辑成篇，实乃当务之急。县人民政府鉴于此，于

1981年决定新修志书。经八载求索，两岁笔耕，新志终于告竣。它将为

我县施政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依据，并启迪后世，知创业艰辛，从而奋

发有力，励精图治。

当今之世，经济日荣，科学正昌，吾辈恰逢盛世，当扬故土之美，褒

桑梓之誉。新志卷帙浩繁，严谨翔实，存史、资治、教化之功跃然纸上。据

此，诚望各界同仁，精心披阅，深察县情，鉴以往而兴未来，同心同德，和

衷共济，为建设繁荣、富庶、民主j文明的新都昌而再谱华章。谨献此言，

权以为序。



凡．、侈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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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新中国建立40年来的史实。

． 二、本志记事，上限不定，尽可能追溯至县境已知文明史发端，下迄

1989年。大事记则记至1990年。

三、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编纂时，横排门类，纵写史实。

除编首之序、凡例、综说及卷末之大事记、编后外，凡38卷147章459

节。 ．

·‘四、本志对县境四周边界的记述，以江西省测绘局编制之1975年

5月版地图为蓝本，参照建国以来省人民政府及有关上级部门对于都

‘昌与邻县边界划分的历史文献和1989年的实际现状。

五、生人不立传，入传者系籍属都昌有一定贡献或较大社会影响

者，外籍在都昌卓有建树者亦有个别收入。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排列。

六、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采用历史纪年，每节首次出

观注以公元纪年。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都昌

解放以后，即民国38年(1949年)5月12日以后。

七、地名、区划、机构称谓，以记事年代实际使用者为准。

八、本志除引文、序号i历史纪年和习惯用语中数字用汉字表述外，

余概用阿拉伯数记述。

九、各项数据以都昌县统计局的统计数字为准，县统计局缺少的，

采用历史资料和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

十、本志资料来自各类档案、图书、报刊或有关部门和个人提供的

材料，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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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说≥刁尺． 况
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_万家。

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

——宋·苏轼

都昌北邻彭(泽)湖(口)而列长江之南，西界星子而居庐山之东，东

交波阳，南望永修、新建、南昌、余干而傍鄱阳湖烟波浩淼处，峰峦叠秀

于绿水上，田园阡陌，凝翠载红，点缀其间。牧童笛晨，渔舟唱晚，古往今

来，曾惹得无数骚人墨客驻足忘返。谢灵运、李白、苏轼等著名诗人，都

为之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黄庭坚更是赞叹这片土地有如“李成、范

宽得意图画。”

据考古发掘，公元前一千余年的商代，都昌人的祖先即在这片土地

上渔猎耕耘，休养生息。至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置县邬阳。然

沧海桑田，随古彭蠡泽南移，千里沃野渐成万顷碧波，古县邬阳遂废于

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唐武德五年(622年)，复置县都昌，于是

留下了“沉邬阳，浮都昌"的故事，代代相传近1370年。

都昌素称鱼米之乡，占县域近一半的浩瀚水域，水产资源可观，仅

鱼类达12目25科118个品种，尤盛产鲤、鲫、鳊、鳜、鲢，其它若虾、蟹、

蚌、鳖、龟等类水族，亦是应有尽有。1978年，国家农牧渔业部投资在都

昌开挖精养鱼池200余公顷，1986年，又在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下，建

设精养鱼池1100公顷，开剑了由捕捞转向捕养结合的新纪元，使都昌

成为盛名于海内的淡水鱼仓。都昌地处中亚热带北部，光照充足，雨量

丰沛，四季分明，气候宜人，造就了水稻、棉花、油菜、芋麻、烟叶、大蒜等

农作物生长的天然环境。全县植被丰富，境西北滨湖沙山产蔓荆子，为

散风热、清头目之良药，质优名冠全国，以致中医处方常以“都荆子"作

蔓荆别称。都昌地下资源也很雄厚，享誉于长江南北之都昌硅砂，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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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400亿吨，水涤风磨，天然造化，为精密铸造上乘型砂，1 981年被国

家定为江南型砂基地。其他矿产，若钨、钼、钒、石煤、瓷土、石英及各色

花岗石，蓄量之硕，均可令智者留恋。·

娟秀的湖山，悠久的历史，丰盈的物产，孕育了都昌灿烂的鄱阳湖

文化，陶铸出都‘昌一代又一代人杰。晋陶侃，虽居长沙公高位，成为中国

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仍清廉俭朴，珍时惜物，留下“竹头木屑”典

故百世流芳；北宋刘铸，．驰骋中原，辱死不南，曾为宋学者以抗金十将

之首载入青史；南宋末左丞相江万里，舍生取义，捐躯报国，与其弟子文

天祥同令国人崇仰，所语“君子只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更成后世作

人警句；元初杜可用，不畏统治者残暴，揭竿而起，成为中国元代第一位

农民起义领袖；同代陈沿，则以“前圣继天立极之道，莫大于礼；后圣垂’

世立教之书，莫先于礼"，弘扬宋理学家、县人黄灏、冯去非等研究成果，

皓首释经，闭户课徒，著《礼记集说》，垂名于中国教育家之林。先贤先

哲，丰富和推进了都昌的鄱阳湖文化，洗濯出都昌人富贵不尚侈华，贫

穷不失礼仪，卑贱不阿权贵，危难不思苟全，争强好胜，豪爽气派的个性．

特征。都昌人执着搏击之精神，尤其表现在对景德镇瓷业的开发上。自

古以来，都昌人筚路蓝缕，从水的世界走向火的王国，至清代，即已形成

景德镇“十里长街半窑户，迎来随路唤都昌’’。他们带去鄱阳湖的全部灵

气和活力，把拙雅古朴的陶瓷器具，变成了精美绝伦的艺术。由此，既创
造和繁盛了璀璨的陶瓷文化，又进一步在水与火的血肉交融中锤炼了
‘都昌人鲜明的秉性。

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昌人倔强、奋发的风采得到了

更加充分的展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参加’

农民协会者达10万之众，居全省首，并最早在江西提出武装民众主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都昌人不畏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前赴后

继地投入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为创建红lo军和赣东北

(IX浙赣)苏维埃政权，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红军主力北上后，又以

绵绵武山为依托，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并成为江西保存革
命武装最多的县份之一。建国后，都昌人跟着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的

大道上迅跑，发扬敢于打大仗、打硬仗的吃苦精神、拼命精神，历四十载
披荆斩棘，硬是凭着锄、锹、扁担、箩筐等简陋工具，先后修筑建造了田

民、张岭、大港、长垅等水库255座，有效库容1．54亿立方米；新妙、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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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周溪、矶山湖等圩堤88座，总长87．55公里，保护田园30．2万亩；

都蔡、都七、三周、都多等公路29条，总长353．05公里。同时，还绿化了

山头，开垦了荒洲，架设了电网，疏浚了港口，卓有成效地改良了自己的

生存环境。
‘

优劣互观，利弊相生。鄱阳湖孕育出灿烂的都昌文化，同时也孕育

了都昌人饭稻羹鱼、安土重迁的宗法情愫。在二千多年“人不渡”的小农

经济环境和意识禁锢下，都昌人凭藉农耕渔猎繁衍子孙，随着现代工业

．文明的崛起，悠久、深沉的历史遗产，便在现代文明面前顾影自怜。易涝

。易旱，农业收入不稳；能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山环水绕，交通信息阻

塞劝Ⅱ之多年人为障碍，劳务输出减少。而人口的生产，却在建国后和平

安定的环境中和顽固的宗法观念残余支配下突飞猛长，至80年代，就

已是近60万人困守在50余万亩土地上。为着繁荣经济，摆脱窘况，县

人民政府在发展都昌工业方面，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并使全县工业总产

值由建国时的65．9万元增至1989年的13377．9万元。然而，由于偏僻

的地理环境以及小农经济观念不休的纠缠和困扰，都昌人在取得诸多

成功的同时，也曾饱尝了离开资源现状和市场效应，不尊重科学。，不注

重管理的酸涩苦辣，1958年大炼钢铁，1970年兴办“大港工业区”，均因

愿望与现实相径异而相继失败，给后人留下深沉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解放了都昌的生产力，四十年湖山面貌一改旧颜，人民收

入显著提高，有目共睹，无容置疑。然若作横向比较，都昌人又岂敢沾沾

自喜，而不顿生无限紧迫之感。“邬阳演化为都昌，苏子名篇万古长，借

得东风润墨砚，今朝胜迹写华章。”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已将被小农经

济困扰了多少代的都昌人，推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前，使之窥见了商

品经济的霞光。向新的世界迈出第一步，固然步履艰难，但都昌人向为

好胜之人，都昌土并非贫瘠之土，只要勇敢地抛弃那长期背负的落后、

沉重的旧意识，发展文化教育，推广科学技术，扬长避短，锐意改革，都

昌的鄱阳湖文化史上，必将出现更加绚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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