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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志》的问世，给我带来一种特别的兴奋和亲切感。景
． 德镇的古往今来，蕴含着许多文采和教益，其地其人其情其景，常常

， 萦绕于我的心中。 √!一
，

I‘ 景德镇以其悠久的制瓷历史和精湛的制瓷技艺著称于世。这里

l 孕育出的丰富多彩的陶瓷文化，是一份优秀的珍贵的民族遗产，她

l 立于陶瓷之国的高峰，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

l 景德镇在古代与樟树镇、河口镇、吴城镇合称为江西四大名镇，

} 更与汉口镇、佛山镇、朱仙镇合称为中国四大名镇。建国以后，她是

‘； 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被列为甲类开放地区。

{ 景德镇依珠山、傍昌江，由来已久矣。“东晋于昌南设新平镇’’，

l 唐号昌南镇，北宋景德元年(1004)始置景德镇。此地古属番县，唐初
! 析地置新平县，后改名新昌、浮梁。景德镇一直属县辖，直至1949年

解放单独建市。

景德镇之发展系于瓷业。自“陶于河滨”而至清中期进入鼎盛，

。 鸦片战争后，遂由停滞而衰落。新中国成立后，便又得到恢复和发

展。40多年来，建成一个完整的陶瓷生产、销售、科研、教育的体系，

i 同时促进了机械、电子、建材等多种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的

： 繁荣。而其它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陶瓷的发展。现在，景德镇市已

‰ 成为雄踞于赣东北的一个新兴工业城市。

葛 景德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全市人民

，鬻 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协力同心，建设有

。。!|||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新的“瓷都"。

； 在景德镇市工作时，我曾担任过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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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教育和市情教育的好教材，并可为各方面人士了解和研究景德

镇提供良好的服务。我相信，在瓷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中，它一定能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心之所念，情之所系，书此数行，权以为序。并藉以表达我对景

德镇人民一片赤子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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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薅勉
《景德镇市志》的编纂出版，是一项浩繁而有重大意义的文化建

设工程，也是我市地方志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据文献记载，景德镇

地域早在宋代就修有《浮梁县志》，元、明、清各朝都曾编修。但现存

旧志只有几种清代版本，其中时间最近又较完整的版本为清道光十

二年(1832)刻本。1991年夏，又发现一种同治年间《浮梁县志》抄本

残卷。以此计算，本地地方志已断修120余年了。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倡导和关心下，

全国曾经两度修志，而以80·年代初兴起的最为广泛。在全国修志热

潮的推动下，市委、市政府于1982年秋决定成立景德镇市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并组织各阶层人士，群策群力完成新编地方

志的历史任务。新编市志立足当代，追溯渊源，规划编目，广征博采，

调查考辨，分撰总纂，批阅增删，反复审校，集数百人之力量，经过几

年之辛劳，终于完成这一束志稿。这不仅是对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

继承和发扬，而且开创了我市社会主义时期第一代方志的新篇，为

当代，也为后人留下一部采用新的方法和体例编纂的翔实、完整的

景德镇地方资料著述。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珠山之麓、昌江之滨，聚民成镇，燃起了

不熄的窑火，创制了无数精美绝伦的瓷器，孕育出灿烂神奇的陶瓷

文化，将一个江南小镇推向世界，发展成为一个寰宇闻名的瓷都。景

德镇陶瓷文化作为历史传统，又作为不断革新的产物，它活跃于、充

实于现今我市陶瓷生产和艺术创作之中，渗透于我市社会生活的许

多方面，成为我市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t1．．1I￡}0；l}l{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

义所创造的辉煌业绩。而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景德镇市更

焕发出勃勃生机。
广

回顾历史，其中蕴含着多少经验和智慧。可以说，《景德镇市

志》的编纂过程，就是一次对景德镇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过程。我们

在考察历史的过程中，体会到一种深沉的历史责任感；而瞻望景德

镇广阔的发展前景时，则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发展是多么需要历史的

和现实的依据。“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我相信，

当各位读者在社会实践中翻阅这本志书时，也能够按照自己的要

求，得到有益的启示。 ‘一 一

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确定《景德镇市志》分五卷陆续出版。值此

志书付梓之际，我谨代表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向全市支持地方志编修的各阶层人士，向参与修志的各党政工作部

门，向为修志付出辛勤劳动的方志工作者，致以敬意和亲切的问候。

并借此机会援笔记感，书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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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张亿
自宋以来，吾国有“四大名镇”，景德镇居其一。浮梁景德镇地处

吴头楚尾，乃鄱阳故地，交通利便，贸易殷盛。乾隆《浮梁县志》十二

卷《杂记志·述旧》引《南窑笔记》及《昌南历记》说：新平冶陶，始于

季汉。既说明远在东晋成和之前，已有鄱阳新平镇，也说明了瓷都景

德镇陶瓷业的悠久历史。唐代昌南之瓷莹缜如玉，名震朝野；江西之

茶在贞观间已是全国七大产茶区之一，元和间浮梁且成为南方茶叶

集散要地，见于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之诗。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百业

振兴，江西亦然，政清人和，光曜史策，倘无方志以记盛事，将何以彰

往昭来7
’

1982年9月，中共景德镇市委及市人民政府遵中央指示，组织

委员会编纂市志。为了适应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

设的需要，先编“志略’’，已于1989年出版。近又在此基础上纂成市

志。新志大体参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

定》而作。全志分为五卷：第一卷为综合及政治部类，第二、第三、第

四卷为经济部类，第五卷为文化、社会部类。景德镇市是中国陶瓷业

中心，且驰名中外，故析于工业之外，以突出地方特点。新志史料完

备，文字简明通俗，特详于当代改革以来的重要建设，明示地方时代

精神，又先之以概述，殿以历代大事记，以揭示当地古今概貌，使读

者未读志而先得一总的印象与理解，且使阅者于既读之后，得以回

忆当地古今变迁沿革之大势。这种体裁，既合乎史志的义例，又具有

深切教育效果，于存史、辅治、教化都大有实用价值。鸿篇巨制，确是

可喜，编者辛勤从事，尤堪嘉尚。

余素习历史，好祖国文化、科技，更爱研究中国伟大发明、利溥

l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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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981年5月，曾游历景德镇，参观博物馆，调查古窑

人技师，增广了我对镇人造瓷技艺知识，收获至大。今

市志》新篇，为之一快，因援笔序之。



《景德镇市志》修纂人员名单

顾 问 欧阳志凤 江国镇 ．

主 修 殷国光 ，_． 。

副主修 柯尔荣

特约审稿 王田有 姚公骞 黄．苇 朱文尧

林衍经 左行培许怀林 朱祥清

主 审 柯尔荣

副主审 赵万龄”李水根林景梧 汪宗达

杨启村 夏山东：

总 纂 林景梧

副总纂 吴仁生 李 欣

!景德镇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 殷国光

副主任委员 ‘柯尔荣 赵万龄 李水根 林景梧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 方 明 王正人 王林泉 占 宇 刘 明

刘振汉 刘新园 李咸宜 严裕才 杨启村

涂义定 倪少成 秦锡麟 黄 浩 詹起泽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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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景德镇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时 间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 员

1982皇

9月10日

．：9。84，．欧阳志蠢量≥姜
-2月5。日

欧阳志凤

羔万萋

?晋皇．之 欧阳志凤。量≥姜7月·1日 欧阳志凤’妻i篓

柯尔荣

19。8。8月-'年-舒圣佑耋柔蓑
林景梧

章培荣

万彩凤

王福国

胡拯民

林景梧

闻炳炎

何开凤

朱炳煌

汪毓华

林宗懋

黄球嘏

闻炳炎

万彩凤

方 明

李水根

吴海云

闻炳炎

程振武

杨荣生

刘懋典

陈焕新

王富林

詹起泽

王中信

张友邦

万彩凤

胡拯民

林景梧

甄励

马 宁

詹起泽

汪宗达

林景梧

倪少成

程 铭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 明

刘振汉

涂义定

王正人

刘新园

倪少成

朱炳煌

程振武

马博维

刘金水

陈海泉

郑荣辉

程振武

樊 浦

方 明

刘振汉

王中信

史升恒

严裕才

张友邦

钱锋

俞关金

王林泉

李成宜

秦锡麟

洪明发

游梦笔

方炳仁

胡怀陵

吴海云

李孝来

困
徐 煦

倪少成

詹起泽

王正人

刘振汉

汪毓华

林宗懋

涂义定

蒋仁德

占 宇

严裕才

黄 浩

查炳炎

程正棠

郑自强

方政

胡含章

汪宗达

蒋仁德

袁续生

吴海云

钱锋

王林来

束炳煌

圈
胡拯民

黄球嘏

囵

刘 明

杨启村

詹起泽

裔

j
；
0

{
；
÷

风

烈志梁愚综辉

阳志仲

荣张欧张胡方郑

宏治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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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定名为《景德镇市志》‘。这是景德镇有始以来的第一部

市志。浮梁县于1960年撤并入市，本志含原浮梁县。市辖乐平县已

出版新编《乐平县志》，故本志除综合性的记述涉及乐平县情况外，

各项事业内容原则上不录或略录。’
‘

。-’ - -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分析

的态度，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新体例，力求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实现学术性、政治性与权威性的结合。 ，

‘

三、按照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要求，记述景德镇市自然和社

会的历史和现状，为本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基

本状况，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提供便于查考的、实用的系统资料和

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

材。
’

‘1 ，。 ，

，

‘四、记述范围为1985年景德镇市行政区域，所记内容和统计口

径按统计部门的有关规定：即全市，指珠山区、昌江区、蛟潭区、鹅湖

区、乐平县；市区，指珠山区、昌江区、蛟潭区、鹅湖区；城区，指珠山

区、昌江区。 ．‘，

。 。t -·?

”五、时间断限，上限因事而异，酌情上溯。下限原则上止于1985

年，个别特殊情况适当下延。’-．-‘。。 一· ．‘

六、本志通贯古今，详今明古，叙史要而明，述今备而详。着重记
‘

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景德镇市情况。 一

。

七、全志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首列彩图、彩照并概

述、大事记，中设各分志，末列传、录，图、表随文。各分志为全志主

体，一般平列设立，志下设章、节。． ‘t 一 +。、 一‘。

八、全志分五卷编纂。第一卷为综合类及政治类；第二卷至第四

卷为经济类，其中第二卷为陶瓷类，以突出景德镇陶瓷生产的传统

优势，体现地方特点；第五卷为文化类和人物类。

。$磊l；鹫譬罄鬟li爹、



12 凡 例

九、大事记编年纪事，纵述景德镇市历史上的大事、要事和新

事。跨越时间较长的事件，有的采用“补后"的办法，记于事件开始之

日；有的采用“溯前”的办法，记于事件结束之时。 一

。

十、为区别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政体的本质特点，凝聚零散资

料，设立《政制沿革志》。t集中记述景德镇市境内解放前的政治制度

实体，以及党派、政权、军警、司法等方面的内容。

十一、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对象不分职位，凡在景德

镇市各界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人物，以及籍属本市或长期居住本市

而在外地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均予立传。传文排列以传主卒年先后

为序，卒年无考者，按其在世年代先后为序。

十二、各分志前，冠以无标题小序，或明义，或撮要，或阐述，或
， 点缀，提要钩玄，阐明要旨。 ．

十三、历史纪年，清末以前采用帝王纪年，用汉字书写，括注公

元纪年。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年、月、日的书写，凡公历均用阿拉伯数

字；凡农历均用汉字。公元纪年仅在每节首次出现时用“公元”二字。

文中所用“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4月29日景德镇解放前后。

十四、志书行文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引文悉如原文，古文加

以断句。缩略词语第一次出现时予以注释或说明。 ⋯

十五、文中专有名词，从所述历史时代的正式称谓或习惯称谓。

古地名后必要时注今名。当代地名、单位名称概用经国务院批准核

定的规范名称。 ，

十六、图、表的编制，采用现代技术，精制慎选，要而不滥。注意
j 真实性、科学性、典型性，简明扼要，准确鲜明。

， ‘．十七、市志资料采自有关景德镇历史和现状的档案、志书、史

籍、专著报刊、碑记、家谱、采访纪录等，一般不注明出处。对有争论

难以定论者，诸说并存，以待考辩。，

十八、志中数据采用统计部门提供的数字。统计部门所缺，则采

用各主管部门提供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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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个字，概括了景德镇城市发展的历史特征，灌注了历代瓷业工人的智慧和劳动，

显示了景德镇陶瓷对陶瓷文化发展的巨大奉献。景德镇是千年不断窑火的产瓷胜地，是中

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国家批准的甲类对外开放地

区，是中国出I：1瓷器的主要生产基地。同时还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革命老根据地。在社

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作出了新的贡献。， 、 -． 一 ?
‘

． ’7：
。。

。‘。 ．： ¨，’ ～ ，

景德镇市历史悠久，自然环境优越。它位于江西省的东北部，地处东经116。54r,-．．117。

42’，北纬28。427"-'29。56’之间。城区位于东经117。15，，北纬29。10，。境域毗邻安徽省的休。

宁、东至和祁门，本省的波阳、婺源、德兴、万年、弋阳。1985年，全市总面积为5247．9平方

公里；市区面积3274．44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为124平方公里。

市域春秋时属楚东境，秦为九江郡番县辖地，汉属豫章郡鄱阳县。东晋时称新平镇。唐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划鄱阳县东部为新平乡，四年(621)置新平县。镇为县属，因在昌

江之南，故又称为昌南镇。‘八年撤县，开元四年(716)复置，县治设在新昌江口，故称新昌

县。天宝元年(742年)改名浮梁。镇先后隶于新昌、浮梁县。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因

镇产青白瓷质地优良，遂以皇帝年号为名置景德镇，并沿用至今。元代，浮梁县一度升为

州，镇属州。明代州又改称为县，此后景德镇在行政上一直属县辖。1916年，浮梁县治所从

旧城(今浮梁镇)迁至景德镇。1927年～1929年景德镇曾一度称市。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

江西独立第一团于7月6日攻克景德镇，曾建立景德镇市苏维埃政府，同时在里村建立浮

梁县苏维埃政府。1934年4月，中共赣北特委曾在浮梁小源建立革命政权．后迁至程家

山，革命根据地扩至皖南边区。7月间召开工农革命团代表大会，成立皖赣特委和苏维埃

政府。1935年，国民党政府江西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从鄱阳县迁至景德镇。景德镇

成为赣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重新合作，1938年在

景德镇设有新四军办事处，瑶里设有留守处。

1949年4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景德镇和浮梁县。景德镇与县划开建市。5

月4日成立中国共产党景德镇市委员会和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先后隶属赣东北行署、乐平

专区、浮梁专区、上饶专区。1953年6月，经政务院批准，景德镇市为江西省辖市。1960年，

浮梁县建制撤销，其行政区域划入市境。1983年，国务院批准将乐平县划属市辖，并将波

阳县属的鱼山公社、荷塘垦殖场(现均为乡)行政区域划归市辖。至1985年，市辖乐平县和

I雹嚣F}毓和i．y}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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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自然资源丰富。地下蕴藏着优质的瓷土矿。城区东面45公里的高岭村出产的高

岭土，是中国首先发现应用的制瓷主要原料。18世纪传到国外，国际上对这种特殊粘土都

称为高岭(KaoLin)。高岭村则成为国内外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的向往之地。其它瓷土矿点

星罗棋布，包括邻近各县共有170处之多。其储量经批准的生产控制数，可使用数百年。此

外，尚有煤、锰、钨、铁、铜、铅、锌、金、大理石、石灰石、耐火粘土、海泡石、莹石等矿藏。地表

资源丰富。古代以南山为主的周围群山，皆是松柴采伐之地。现在全市仍有密茂的森林，

面积达300余万亩，木材积蓄量700多万立方米。树木品种繁多，主要的乔木有杉木、马尾

松、青岗栎、苦槠、栲树、木荷、樟木、楠木、麻栎、檫树等数十余种，灌丛类型的种类则更多。

据1981年森林资源调查资料，市区森林覆盖率达54．15％，整个植被覆盖则达80％以上。

·‘景德镇地处赣、皖之交，与浙江仅一县之隔，周围群山环抱。古代水上运输则具备较好

条件。主流昌江自北至南贯穿市域，还有东河、西河、南河、小北河等主要支流以及纵横交

错的数十条小河港，构成水上运输网络。当地以及邻县的窑柴瓷土，都可采用木船、竹筏运

载，使窑柴与瓷土源源不断地从水路运来景德镇，供应瓷器烧造的需要。所产瓷器自昌江

运往外埠，一条经鄱阳湖达长江，到长江上下游各商埠；一条经鄱阳湖通赣江，到赣南转广

东；并由此而输往海外。水路运瓷，运载量大，可减少破损，自明以来运送御瓷均由水路，所

以古代昌江水上运输繁忙。古人有诗日：“坯房挑得白釉去，匣厂装得黄土来，上下纷争中

渡口，柴船才拢槎船开”、“茅舍重重倚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说明当时水上运输的繁忙。

．。。昌江流域内多古老变质岩区，岩层质坚耐侵蚀，河床也较稳定，河水含沙量甚微，冲淤

现象不明显，河道下游水流平缓，水量、水质都很适宜瓷业生产。明《江西大志·陶书》中

说：“陶厂景德镇⋯⋯水土宜陶”。
、

“
。

：。、、景德镇陶瓷烧造源远流长，驰名中外。

据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这说明早在公元6世纪80年

代，景德镇域内已烧造陶器。
’

造瓷的记载则始于唐代。清雍正十年(1732年)《江西通志》上说：“唐武德二年(619

年)里人陶玉献假玉器，由是置务设镇，历代相同，宋以奉御董造”而乾隆《浮梁县志》所记

是：“新平霍仲初制瓷日就精巧，唐兴素瓷在天下而仲初有名”。。武德四年(621年)，有民

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献于朝廷，于是诏仲初等暨玉制器进御竹。这些记载，说

明唐时景德镇陶瓷器烧造己达到一定水平。五代，景德镇窑业有发展，瓷器造型多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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