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岛理

=墨目目I’9

1009369L．_-_·

南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NANa-●ANGXIANZHIBIAN

Z哪削W玎Yu删州，斟削

南海出从公司



南 昌 县

南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海南南海：：l；版公,-j

1990·海口

． I▲
．■▲

J曲



南昌县志

作 者：南昌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二七。研究所制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16开本47．125印张1147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卜80570—031—1／K·5

定价j13 6元



序

人逢盛世，才情尽展，国逢盛世，百业兴旺。新《南昌县志》，便是

在这令人振奋的大好形势下着手编纂，直至正式付印出版的。

无论是作为本县现任县长，还是作为县志编纂委员会新一任主

任，或者仅仅作为本籍一名普通公民，我都禁不住要为它的诞生而衷

心祝贺。
。

据已知资料，．在此之前，《南昌县志》共有六修，而且都是在清代：
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至次年十一月，为一修；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

九年，为二修；道光四年(1826)春至六年十二月，为三修；道光二十八

年二月至二十九年十一月，为四修；同治九年(1870)春至五月，为五

’修；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宣统三年(1911)——后经增补，至民国8

年(1919)才出版，为六修。从六修本成书之年1911年算起，至本修下
． 限之年i985年止，过去了整整74年，才又有了我们这部新编的《南

昌县志》。 ．

1960年，中共江西省委曾经作出规划，要求各地编写地方志，由

于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行。此次修志，本县起步较晚：始于罗来塘县

长任期内的1983年年底。这之前，罗来塘县长曾亲自带队前往起步

较早的兄弟县学习。回来后，又亲自兼任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领导

开展新县志的资料征集工作。至1984年，县人民政府换届，潘其兰县

长继任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同年10月，才实际借调与聘用共10余

名专职人员，由县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l罗林根l(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雷良诚(县政协副主席)实际负责组织发动全面开展征集资料的

工作_』编纂工作则由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县志主编吴伟华实
’ 际负责主持：至今已6年，包括交叉重复部分在内，先后摘抄文字资

料和记录口碑资料共约1600万字。接着编纂出初稿；约80余万字。

然后又集体讨论研究，调整篇目骨架，逐篇逐章逐节修改补充或重

写，数易其稿，编成送审稿。又经省、市、县、乡(局)各级有关部门和专

家认真审核，提出意见，最后才改定付印稿。其中甘苦，不言而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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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南昌县志》，除“概述”、“附录”未另立篇外，分30篇。包括

图、表、照片在内，按印张计算，全书计约．1 00万字。

这是本县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的浩繁工程。这项工作，始终是在中共南昌县委、县人民政府直接领

导下进行的。在编纂过程中，曾不断得到省志办、省志编辑室、市志办

领导和专家们的帮助指导，同时也得到县人大、县政协和各部门单

位，以及县内外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县志办的全体同志更是数年

如一日，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努力工作，因而得以成书。

新县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则，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古为今用、立足当代的原则，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以便较为全面、正确地总结

本县历史和现实经验，反映客观规律。并且突出本县地方特色，以利

于发挥地方优势。我个人认为，尽管本书也许还存在若干这样那样的

缺陷或不足，但总的说来，还是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值得欣慰。·

与前六修的旧县志相比较，本书最大的特色是，以经济部分为重

点，7突出农业、水利建设和水产畜牧等篇、章，而又能够总揽全面。资

料翔实而不芜杂，行文叙而不议，较为客观，在“资治一、“存史"、“教

化”等方面，都具有旧志不能比拟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作用。

本志的下限时间为1985年年底。虽未包括我自己就任县长职务

之后的记载，却使我和其他领导同志一样，得以从这部较为全面翔实

地总结了南昌县历史的志书中，更全面、真切地认识南昌县，也更有

信心同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一道，更好地规划和建设南昌县，以期加快

我们“四化”建设的步伐，取得丰硕成果，在本县史册上谱写出闪光的
一页。4

田新芳

1989年5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以《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除《概述》i《附录》外，共设30篇。取事详今略古。上限一

般定在1908年，少数篇、章上溯至本县建县时，下限止于1985年：

．三、全志以《概述》为总纲，分篇、章、节、目横排竖写。《大事记》依

时序编排，弥补横排竖写之不足，并后置，供对照参考。

四、本志纪年，解放前历朝历代，一律沿用历史惯用年号，并在每

节或每目中首次出现的该年号之后加以括注，如“西汉高帝五年(前

202)"i“清光绪三年(1877)’’、“民国23年(1934)”。解放后则以公元

纪年- ．‘

五、“解放后"，专指1949年5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昌

县县城之后，已含本县解放之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后这样两个时称概念。各篇记叙中酌情使用“解放后

(前)"或“新中国成立后’’，以概念含义明确为准，不强求一律。

六、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不另设篇，而分别编入有关篇、章和《大

事记》。
’

七、数字，除引文、序号和清代以前历史年号之外，均用阿拉伯

字d小数点后只保留二位数，四舍五入。

八、度量衡计算单位，尽可能折算成现已施行的公制，如公里、

米、吨、公斤等等。凡不易准确折算的，如不同历史时期的担、石、斛等

等，以及尚未施行公制的，如亩等等，则均按历史原貌。

九、本县建县及市、县分治以来，隶属关系、境域面积和行政区划

的变更，一律按历史原貌称谓。各项统计数字，均按历史原貌。凡对比

数字，则尽可能按可比口径计算，即剔除或增加其中今已改变区划归

属的地区和单位所占有的数额，并将各年金额统一换算成1980年不

变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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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生不立传～本志入传者，均为1985年12月31日以前较著名

的革命烈士，以及有社会影响的已故知名人士。凡与人物有关的各种

称谓，均按历史原貌。

十一、本志所用资料j主要来自各级各地档案馆档案、图书馆馆

藏、旧县志，以及本县各乡、镇和各部门编集的专志、史料；解放后各

项统计数字，主要来自本县统计局统计资料。为节省篇幅，．文中一般

不注明出处。

十二、解放后，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改发新人民币，新、

旧换算比例为1：10000，即一元新币相当于一万元旧币。文中已将旧

币一律换算成新币，不再另行注明。 ’

“



iV 概述 5

概 述 i

如果把南昌县比作鲲鹏，那么，1949年解放之日便是它新生之日，赣抚平原水利工程便

是它的双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则是它振翅腾飞的巨大活力。现在的

南昌县，既是全国商品粮基地试点县之一，又是全国渔业重点县之一。多年来，它的稻谷产量

一直居于全省第一位。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南昌境域古属扬州。史家一般看法：西汉高帝五年(前202)置县。至今已有2187年历

史。取名“南昌”，寓“昌大南疆”、。南方从此昌盛”之意，明白显示出古人寄望之殷。新莽和唐

代，曾先后改称宜善县、豫章县、钟陵县。唐贞元年间复名南昌县，沿用至今。现隶属南昌市。

置县之初，南昌县境包括今南昌、新建、丰城、进贤4县及附近一些地域，面积约为7500

平方公里。自三国时期魏黄初二年(221)起，至宋崇宁二年(1103)止，丰城、新建、进贤3县先”

后划出。嗣后近900年间，除民国15年(1926)南昌设市，市、县分治，以及少数乡、村时有进

出之外，境域面积再无大的变动。
” ’

南昌县位于江西中部，东邻进贤县，南接丰城县，东北濒临郡阳湖，西和北与新建县隔赣

^江相望，中西部与南昌市区呈抱合之势。属赣抚平原。全境南高北低，平均海拔高庞25米，

’南端平均50米以下，北端平均17米左右。1985年，辖2l乡、3镇、5场，计316个村民委员

会、2347个村民小组，共184316户，914471人。其中汉族占9 9．，97％，蒙、回、苗、壮、满等14

个民族共占总人Ⅱ的0．03％。境域面积1910．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占44．96％，水面占

29．71％，草洲、洼地占6．51％，村庄、道路、圩堤占16．69％，山地占2．13％。全境气候温和，，

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7．45℃，降水量1520．9毫米，日照1934．7小时，无霜期276天。农

业气候较为优越。 ·

、

南昌县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县，以种植水稻为主，水产、畜牧次之，素来被誉为“鱼米之

乡”．更兼靠近省城，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上，均具有较大的

优势。． ‘，、

县城莲塘镇位于县境中南部，距南昌市南15公里，是省城的。南大门”．解放前，仅有正

街和后街各1条．解放后，县人民政府迁入，经过30余年的建设与发展，街区面积已达4．55

平方公里，有城镇居民7995户，38704人．街区店铺林立，市场繁荣，各项公共设施日趋完

善，不仅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省城近郊新兴重镇。 ?

史载：南昌古为原始荒野，约至新石器时代后期，才有人类居住。最初的居民为百越族i

纹身，主要靠渔猎、农耕为生．相传春秋期间，孔子的学生澹台灭明曾来南昌讲学，死后葬于一

南昌．西汉置县后，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多是来自北方的贵族，加上黄河流域部分劳动者相继

南迁，因而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使南昌地区迅速出现历史上首次经济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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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从新中国成立后在南昌地区汉代古墓中发掘出旁的大量仓、困、畜圈、禽舍和家禽模型等

冥器来看，当时南昌地区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确已达到相当可观的程度。冶铁、纺织，以及铜

器、陶器、漆器、玉石器、牙雕等等的制作也都发展较快，水平较高。晋代雷次宗在《豫章记》一

书中，对当时南昌地区的经济发展，曾作这样的概括：。地方千里，水路四通。．．．．⋯嘉蔬精稻擅

味于八方，金铁筱(小竹)笏(大竹)资给于四境”。南昌在历史上的繁盛，以及它在我国南方经

济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水路四通”，是经济发展的优势；水患，则是对经济发展的威胁与阻碍。治水，乃是南昌

县农业生产发展的关键。东汉永平年间，本县即有修堤记载。晋代，许逊(239,---374)想方设

法兴修水利工程，制止水患，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真君斩蛟精，锁孽龙，为民除害的治水故

事。可惜的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长期分裂，战事频仍，南昌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严

重影响，不少地方出现“阖门饥馁，烟火不举”的惨象。《晋书·王鉴传》中说：。豫章一郡，十残

七八。”直到隋唐，南昌地区才出现历史上第二次经济繁荣的局面。

唐代南昌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是始于农业，赖于治水。唐宪宗年间，洪州观察使韦丹

(陕西长安人，后封武阳侯)对此曾作出较大的贡献。后人为了纪念他，将由他组织属下沿赣

江兴修的一条12华里的圩提称为“韦公堤”，将由他拨款设立的一道渡口命名为。武阳渡”。

兴修水利，使农业得到了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其它事业的繁荣。以。鸡鸣布”而名传后世、久盛

不衰的家庭纺织业，就是从这时开始兴起的。当时，突出的还有造船业．唐代著名诗人李白

在《豫章行》一诗中曾有“楼船大如海，簸荡落星湾”的赞语。经济的发展，很快就使南昌(洪

都)城成为一个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它不仅吸引着许多名震海内的文人墨客，更聚集着国内

各地的富商巨贾。
‘

．

宋代，南方一直比较稳定。特别是南宋迁都临安，政治中心南移之后，中原人民又一次大

举南迁，带入了新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使南昌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是农业生产

工具的改进，开始使用龙骨水车，有的还用上了筒车，二是重视兴修水利，围堤造田；三是水

稻新品种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通过船运，远供京都临安和建康、镇江等地；四是造船业

进一步发展，使南昌成为当时全国五个造船中心之一。

明代，前150余年，南昌县经济恢复和发展较快。宸濠之乱使南昌地区的稳定局面遭到

严重破坏．嘉靖即位之后，又崇尚道教享祀，挥霍无度，遂使府藏告竭，民不聊生。南昌地区

的经济，因而一直处于不稳定之中。

清代，从康熙至道光(1662年～鸦片战争前)共170余年间，社会相对稳定。这就使南昌

城内的手工作坊与手工工场得以迅速发展，分工愈来愈细，作坊主与雇工之间逐渐形成一种

新型的雇佣关系。这种关系很快就影响到全县广大农村，在一定的程度上刺激了农村地主与

富农经济的发展。但由于清廷日益腐败，加上帝国主义入侵，以及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

酷压榨日益加深，南昌县的经济在长时期内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民国时期，先是军阀混战，兵连祸结，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接着是市县分治，县治迁

出南昌市，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未能形成，缺少必要的集结力，本已停顿和遭到严重破

坏的农村小农经济更加趋于封闭与涣散。再加上蒋介石政权的长期残酷压榨，遂使南昌县经

济濒于全面崩溃的边缘。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对南昌县进行了极其疯狂的烧杀抢掠。

据《江西近现代地方文献资料汇编》载：全县有43372人被杀，35205幢房屋被焚毁，有17903

头耕牛、15．6亿元现金和价值163亿元的其它各项财产被抢走。许多村庄成为废墟，人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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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失所，远走他乡。大部分田园荒芜。历史上久已闻名的“鱼米之乡”南昌县，进一步陷入了

苦难的深渊。据历史资料记载：抗日战争以前，正常年景，全县粮食总产量为2亿公斤左右。

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直至解放前夕，一直未能恢复到这个水平。工业方面，仅有粮食(大米)加

工和部分分散的手工业，于全县经济无足轻重。而国民政府各项开支有增无已，往往只能依

靠巧立名目加捐加税，横征暴敛来扩充财源。如不及时缴纳，还要“加征”以示“处罚”。想不

出新的名目，就“征借”。民国37年(1948)，南昌县额外“征借”粮食的数额，按额定田赋(不包

括其它各项加征的捐税)的3／4摊派征收，规定要从民国42年(1953)起，才能分5年平均

。偿还”。也就是说，1948年度“征借”的田赋，实际上已借到了9年之后，即1957年。

’：=
’

，

一
●

。1

‘

南昌县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与提高，是从解放后才开始

的。真正的大发展，则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的。

： 解放，砸碎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了。土地改革运动，使“耕者

有其田”的历史梦想变成了真正的现实。人民安居乐业，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投入生产，发展

经济。按可比口径，以1980年不变价计算，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949年为5503．21万元(其

中农业5215．51万元)，1958年为13780．03万元(其中农业11773．66万元)，9年共增长1．

5倍。但是，此后由于。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严重影响，使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直到

1964年都未能完全恢复到这个水平。而从1966年开始，连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又

使全县经济发展一再受挫。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为22829．53万元，18年总共只增长0．60

倍。
’

，’、

’

。文化大革命”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县经济建设才真正迈开了大

步。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56517．50万元(其中农业33514．70万元)，与1976年相比，9年共

增长1．51倍；增长的绝对值，相当于1949年的6．04倍。

解放后全县经济发展，主要仍然是赖于农业。而农业发展的关键，也仍然在于兴修水利。

．南昌县东濒抚河，西傍赣江，北临鄱阳湖，赣江、抚河分支港汉在境内纵横交错，是个易

洪易涝又易旱的多灾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坚持除害兴利改善水利条件的治水方

针，先整治圩堤，以保障全县90％农田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从1954年开始，堵支联圩并

垸，先后堵洪患分支汉港45条，将全县158条矮小单薄的旧圩堤联成12条防洪大堤。并加

速各大堤加高培厚、除险加固的进程，抗洪能力由原先三年两倒堤提高到二十年和三十年一

遇。
‘

从1958年开始，由国家投资兴建以灌溉、防洪、治涝为主，结合航运、发电、养鱼、人民生

活及工业供水等效益的综合开发工程——赣抚平原水利工程，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

工程。1959年灌溉主体工程建成通水并发挥效益。经续建，1960年工程基本竣工。南昌县

．为主要受益县。全县灌溉受益面积61．6万亩，其中流灌30万亩。其次是电力事业的发展和

电力排灌站的兴建：从1960年起，先后兴建装机100千瓦以上的固定电力排灌站212座。全

县计有机电排灌设备3921台，12．60万匹马力(折合92670千瓦)。灌溉面积68．87万亩，排

涝受益面积77．72万亩，70天不降透雨保丰收农田约近100万亩。然而，全县粮食总产直到

1978年才首次突破5亿公斤大关。1985年粮食总产74008．53万公斤，比1970、1958、1949

年分别增长0．82、2．38、4．81培；向国家实际提供商品原粮37279．29万公斤，相当于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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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产的87．97％农民人均纯收入，1949年36元，1958年74元，1976年88元，1985年462

元。

工业基本上是白手起家。1949年，以个体手工业为主，全县产值287．70万元，仅占工农

业总产值的8．49％。1954年，个体手工业开始走合作化道路。经过30余年的努力奋斗，尤

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加快了工

业发展的步伐．全县已初步建立起以国营工业为主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工业体系。近一两

年，乡村工业、户办和联户办工业发展尤为迅速。1985年全县已有国营工业37个，集体工业

1963个，个体工业6147个，工业产值23002．8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0．7％。

交通运输，古代和近代均以水上航运为主。解放前，境内虽有一条过境铁路和几条过境

省级公路干线，但极少惠及本县。陆地运输，均靠肩挑车推。解放后，不仅水上航运有了发展，

陆地运输发展更快．现在已有过境铁路线3条，停靠站8个，向塘镇是全省重要铁路交通枢

纽之一。过境公路线有国道2条，省道3条。境内公路网有县道19条，乡道18条，村道115

条，公路网已遍及全县城乡．境内还设有民航机场。水、陆、空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

南昌县虽然紧傍省城，但是解放前，自市、县分治之后，境内既无专门文化设施，又无专

业文化队伍；教育虽曾·度闻名，但也仅仅限于小学教育，至解放前夕，全境无一所中学；医

疗卫生方面，也是直到民国23年(1934)才办起唯一的一个公办医疗卫生机构——县诊疗

所，医务人员最多时不过20人．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心人民身心健康，着力发展文

教卫生事业．现在，全县已普遍建起三级文化网、广播站、图书发行网，各乡镇都兴建了影剧

院；1951年始办初中，1958年始办高中，现有小学436所，初中18所，高中10所，农(职业)

中学6所，计有在校学生184367人(不含幼儿园和成人学校)；现有县属医疗卫生机构5个，

乡、镇卫生院22个，固定职工1048人。一般疾病均可就地及时防治，部分疑难病症和难度较

大的手术也可在县人民医院就地诊治、进行。

30余年过去，尽管其间有过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失误，但是，如今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南昌

县，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已是英姿焕发，面目一新。它必将乘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化之长风，以

更快的速度向“四个现代化”目标奋飞!

四 ．．

南昌县无愧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称。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历朝历代，曾经孕育出

多少英才l其中有不少还是举世瞩目的人物。

据光绪版《南昌县志》和其它有关资料记载，本县历代文科中取的，有状元1人，榜眼2

人，进士598人，举人1048人；武科中取的，有探花1人。入志并立传的著名人物，达1617人

之多。如“下陈蕃之榻”的徐孺子，出使金国不犀使命的京镗，骁勇善战而使倭寇闻风丧胆的

刘显、刘埏父子，以文才冠绝一时并参与编辑四库全书的彭元瑞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还

有未能收入旧志的明代附舶浮海两下东西洋的航海家汪大渊。

至近代和现代，更是英才辈出，志在四方。内中有著名教育家熊育锡(yang)，有人称“找

了姚国美，死了都不悔；找了姚稚山，死了也心甘”的江西一代名医姚国美、姚稚山；有全国著

名的工程结构力学专家蔡方荫；有开创湖南省大学物理教学之先声的熊正理；有国画大师黄

秋园。他们有的是终生坚持在家乡辛勤耕耘，有的是在外省外地专心致志地报效祖国，度过

了自己较有价值的一生。家乡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对祖国、对人民所作的贡献，不会忘记他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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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乡赢得的荣誉。至于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不惜盘肠大战，以自己的鲜血捍卫祖国神圣领

土与尊严的战斗英雄丁顺茂烈士等等，全县人民更将永远缅怀他们，赞颂他们。

还有更多的入，奋斗几十年，过去已经为南昌县的发展与进步，为祖国的统一与繁荣，为

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过较大的贡献，现在仍然在继续作贡献。年轻一些的，在

不同岗位上，在奋勇拚搏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的更是大有人在。其中有在祖国和民族处于

危亡关头毅然参加新四军，至今雄风犹在的老将军邓迈；有全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万绍芬；

有老画家胡献雅；有50年代就已闻名全国的诗人公刘，电影艺术家祝希娟，⋯·等等。

南昌县的历史，是南昌县人民共同创造的不断昌大的光荣历史。南昌具的人民，是富有

聪明智慧，富于开拓创造精神的英雄人民。南昌县人民，必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

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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