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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立学

序 一 ·9·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刀

新编《上高县志》问世了，这是30万上高人民精神定明建设中一件

值得庆贺的大事!

上高有着1800多年的历史，地扼湘赣通衢要冲。古有“商旅要栈’’之

称，今有“赣中粮仓”之誉，现在又以“农民摄影之乡’’蜚声海内外。境内山

川毓秀，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名胜古迹颇多，英贤人 。．’

才辈出，是一块美丽而又富饶的鱼米之乡。
“

自古以来上高就为兵家必争之地，唐代镇南节度使钟传，在此聚众

起兵，威震江西，后封南平王；南宋爱国将领岳飞，铁马金戈，屯营上高．，

“岳飞坪”遗址至今仍存；太平军转战上高达7年之久，古战场有迹可循。

土地革命时期，上高曾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游击区之一，毛泽东、朱德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儿战斗过，留下了革命的足迹。1941年春，闻
。

名中外的“上高会战"，以上高为核心阵地，中国军民大败日本侵略军，在

抗战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为世人所瞩目。勤劳勇敢的上高人民，世世

代代生活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勤稼穑"、“知礼仪一、“俗朴而风醇’’。然

而，在黑暗的旧中国，上高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榨和剥削下，地不能尽其

利，物不能尽其用，人不能尽其才，接连不断的兵燹战祸，使上高一时成

为“薄地土硗，民鲜积藏’’的荒凉景象。

建国后，上高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用
‘‘

自己的双手，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发展了生产，铲除了贫困，全县工

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夏中兴，人民奋起，上高

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建设家园，改造山河，全县经济出现了持续、

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各条战线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谱写了上高历史

上最灿烂的乐章。

上高现在不仅是江西省商品粮基地县、江西省瘦肉型猪基地县和全

国优质麻基地县，也是柑橘、大蒜、生姜、花生等经济作物的重点种植区，

还是江西省最大的石材开采，加工基地。七宝山的钴矿，铅、锌矿，太阳垴

的水泥灰岩，月光山的硅灰石矿，其储量和品位，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位居

领先地位。全县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上高人民没有辜负党的期望，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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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的生机，不竭的活力，无限的追求，创造着欣欣向荣的现代经济。

古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建县以来，上高

曾5次编修县志，最末一次在清同治九年，上高县志已失修110余年。此

次编纂新志，在继承完善旧志的基础上，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以
‘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收一

方之风情，集千年之史实，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实事求是地记载上高的历

史和现状，真实地体现了本县乡土特点和时代精神。志中所记史实，皆正

本清源，行有准则，编有条理，内容充实，体例完备。上溯几千年，纵横数



序 二

李盛秋

序 二 ·儿·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修新的社会主义的地方志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为了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上高的历史和现状，中

共上高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85年作出了编纂新《上高县志》的决定，并

把它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几年来，在上两届县委、县政府

的重视和领导下，全体编纂人员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为资政、存史

填补了上高的一段空白。 ．

我调政府任职不久，适逢新志即将付梓，本来，代表政府为之作序的
、

应是上两届政府的主要领导，可是，由于工作需要，他们先后调离了上
、 高，为补他们的未序之缺，我只好越俎代庖，写上数言，以赞志成。

上高美丽而富饶。境内田土肥美，地理环境优越，气候温和湿润，宜

农，宜牧，宜林。矿藏资源丰富，已经开采和正在开发的铁、银、铜、铅、锌

． 等金属矿和大理石，石灰石，硅灰石，云石等非金属矿闻名遐迩。苎麻、柑

桔、生姜：大蒜子、蒙山猪等土特产饮誉远近。党的十f届三中全会以后，

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上高这块古老的宝地焕发了青春，多年持续稳定发展

的农业经济和急起直追的工业经济，给人们呈现出一幅“日出江花红似

火，春来江水绿如篮”的兴旺景象。历史上曾被称之为?大都他邑之人专

得上高之利"的上高县，正以主人翁姿态，迎接四方来宾。

上高古老而年轻。说她古老，因为她历史悠久，四千多年前我们的先

民就在此生息，繁衍，建县一千八百多年，几度分合，历经坎坷和沧桑I说

她年轻，因为上高经济基础较弱，丰富的矿藏资源有待开发，工业还是青

少年的骨骼；和先进地区比，和发达地区比，显得年轻而稚嫩。这些，也许

正是上高的潜力和希望所在。因为其年轻，生机勃勃，一旦迸发其全身力

量，将势不可挡；因为其稚嫩，便会有其壮大和成熟。勤劳勇敢的上高人

一民已为过去写下了光辉自豪的一页，今后一定会把上高装扮得更加美丽

多姿。
．

认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未来。我在上高工作多年，对上高的山
山水水，一草一木，有着深厚的感情。现承蒙党恩，受民重托，忝为县政之

． 长，虽无撼天之能；但有赤子之心，常思应对全县30万父老乡亲有所报

效，值此新编《上高县志》出版之际，拟就几言，权以为序；并以示心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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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全县人民一道，以上高历史为借鉴，携手共进，努力奋斗，为上高的锦
绣前程，添写新的一页。 ·



凡 例

凡 例 ·13·

．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求真存实地反映本县的历

史与现状。为本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建置区划、自然地理、人口、农业、畜牧水

产、啉业、水利、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经济综合管理、商

业、粮油、财政税务、金融保险、政党群团、政权政协、民政劳动人事、公安
司法、军事、教育体育、科技、文化、医药卫生、艺文、人物、社会、方言、附

录组成。概述、大事记及附录不入卷的序列，共28卷。

三、本志内容贯穿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上限不定，力求上溯到

事物的发端，下限1985年(《大事记》、’《政党群团》、《政权政协》下延到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按卷、章、节目结构排

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专志横排纵述，图表分别插入有关类目之中。

有的章节加有“附”，辑录不便列入正文而又必须记录的材料。

五、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本志不作集中记述，有关情况散见于

《大事记》及有关章节。 ·

六、生人不立传。入传人物以近、现代为主；旧志有传者，有选择地列

入《历代名人传略》。《革命烈士英名录》分乡镇排列。

七、清代以前，采用旧纪年，必要时括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后采用公

元纪年。

八、本志地名，多书今名j历史地名，加注今名。各种机构、部门、社会

团体和会议名称等，均依历史习惯称谓。人物一律直书其名。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等7

个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公制、市制计量单位

并用，不加换算。

十、本志资料除各部门提供外，采自各级档案馆档案、图书馆藏籍，

以及历朝旧志、历史文物和当事人、知情人提供的材料。为节省文字』般
不注明出处。各项数据一般用县统计局数字。所列价格除注明者外，均为

当年价格。
●



上高县位于江西省西北部，东界高安，南邻新余、分宜，西接宜春、万载，北连宜丰。界于东

经114。287～115。10’和北纬28。027～28。257之间。东西最大横距68公里，南北最大纵距45公

里。总面积1350．25平方公里。

东汉中平间(公元184，-．189年)建上蔡县，治三十里铺。继改称望蔡，几经废置。唐中和间

(公元88l一884年)，镇南节度使钟传以故望蔡地势比高安高上，初置上高镇，继废镇改上高

场。南唐保大十年(公元952年)升场为县，县治设今址。1985年，辖12个乡、1个镇，5个农林

场，227个行政村。全县人口278567人，其中农村人口242384人。除300余人为蒙古、回、瑶、

壮、满、侗、傣等少数民族外，余均为汉族。人12密度每平方公里206人。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

县之一。县政府驻地敖阳镇，处敖山之南，跨锦江南北，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

上高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蒙末二山雄峙于西南，敖山列嶂于县北，均属幕阜山脉余脉。山

地、丘陵、平原分别占全县总面积的1．76％、65．79％和32．45％。蒙山主峰白云峰，海拔1004．

2米，为全县最高点。丘陵主要分布于末山、蒙山向东北方向延续的边缘地带。平原主要分布于．

锦江两岸。县东与高安邻界的泗溪乡良田村东北田堰，海拔30米，为境内最低处。

锦江自西向东横贯县境，坪溪水、罗河、耶溪、江口水、水口水、蒙水、嶂河等支流，呈叶脉状

分布全县，流向锦江。地表水得天独厚。年平均径流量12．5亿立方米；地下水亦丰富，径流量

为2．18立方米／秒。
、

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据1957年至1985年气象资料记载，年均

气温17．5"C，最冷的1月平均气温5．2"C，最热的7月平均气温29．2℃，极端最低气温零下9．

8℃l极端最高气温40．4℃。年均降雨量1655．3毫米。其中4到6月降雨较多，易发生洪涝；7

月份以后降雨渐少，易旱灾。年均日照1709．9小时，年均无霜期267天。
’

。蒙末耸翠，山川映带，秀丽如染”。座落在末山之阴的九峰林园，是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的

第一批省级重点风景名胜点之一。“山有九峰最盛”。其天竺、芙蓉、云末、峨眉、清流、翠霞、苍

玉、飞云、香炉九峰，远眺“罗列森严，如辕门戈戟”，“每有雾气缥缈”，“随日之出入，绚缦有光”，

近观则“古木千嶂，树翠草珠”，“山山有水”，时有“惊涛射目”，‘‘石大小不一，五色杂出，或伏或

．倚，皆成奇观”。历代文人名宦，多有登游吟咏之作。蒙山因“峭壁横险，常有白云青霭蒙蔽其

上”而得名，众多山岭，簇拥主峰白云峰，。势雄千仞，沟壑险峻，怪石参错，林青水秀”。“蒙顶积

雪”，为一奇观。距县城东北1公里的镜山，山势陡峭，林木葱郁。1985年，在此建电视差转台，

发射铁塔高入云霄，为镜山添色增辉。登高远望，敖峰叠翠，锦水归帆，城廓村野，风景如画。

已探明储量的矿藏，有铁、银、铜、铅、锌、钴、锡、钨等金属矿和大理石、花岗石、石灰石、水

泥灰岩、溶剂灰岩、硅灰石、煤等非金属矿。七宝山所产铁矿石，除供应新余钢铁厂、萍乡钢铁厂

和南昌钢铁厂外，还销往湖南、山东等地。大理石储量达2亿多立方米，有豆绿、雪花白、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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