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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萍乡市对外经济贸易局

萍雪市土畜产品进出口公司。



■r栗出口花堞总厂

▲江西省杂品茶果公司

萍乡市公司。

善萍乡市烟花鞭爆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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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市乐天出口花耀厂研制生产的“火箭群”、“什

锦”、“组合礼花弹”、“瓦伦西亚桔子树”、“中西友谊瀑

布”参加在西班牙举行的第2d属国际烟花节，获集体二

等奖。凰为‘‘火箭群”和省外贸厅赠给肖景标同志参加

国际烟花节比赛的纪念杯。

萍乡市乐无出口花爆厂外景

●一九七九年，芦溪花爆厂刘云成翩成q火箭动力钻眼机h图为工人

操作情形。



芦溪出口烟花厂研制

!及历年荣获农牧渔业

：西省优质产品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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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上栗出日蛔花厂研制的主要产品及历年荣获部优，省

统产品证书。k中，“绿林军”、“夜景一选送参加西班牙
第2t届国际烟花节，获集体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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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奉客商在上票出口烟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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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术出n花爆，研

制的t要烟花产品厦历

年荣获农牧造业郭、，[
西打优质产品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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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栗出口鞭爆厂

研制的主要鞭爆产品。



，萍乡市烟花鞭墀科学

研究所、江西省乡镇企业

花爆质量安仝柃耐监督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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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烟台恒祥和，福

鞭爆庄在上粟经营鞭爆所使

“双福”牌商标包装用纸。

本辑照片均为张松林摄影

r建国前浏阳元记鸣爆庄花L栗经营爆业时所使用的

●t栗市北街仅存的

鞭爆庄眦址

德源佯鞭爆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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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生

!’ 鞭爆烟花，是我市传统手工业产品，它和煤炭一样，历史悠

久，驰名中外，在旧中国，它是萍乡工业经济中的两个拳头。
， 据《中国实业志》(1935年编著)记载。“湘省爆竹制造，

始于唐代，发达于宋末及逊清乾隆年间"。又据《醴陵县志》(民

国版)记载： “鞭爆业由上栗市发展至浏阳金刚头，渐推广至本

县富里、白兔潭，潼圹、仙石，麻石一带。黟又说t 搿鞭爆原料

最重要者为纸与硝，磺⋯⋯。用作筒子者，日炮料纸，有宽板

纸，窄板纸、折表纸三种，产自浏阳，萍乡，衡阳。万从这些历

史记载中，充分证明，萍乡鞭爆起源很早，既早于测阳，更早于

醴陵。

据我们这次调查和一些《族谱》记载，以及一些鞭爆雌家的

回忆，几百年前，萍乡人民就利用资源丰富的优势，开始了鞭爆

生产。清初，就有福建，广东、湖南和香港等地的客商，前来；’，

溪，上栗设庄收购鞭爆，转销欧美及南洋等国家和地区。流通渠

道疏通，促进了鞭爆业的发展。到清末民初，上栗，芦溪便形成

了萍乡鞭爆集散中心，外地前来建庄经营鞭爆生产的客商---t。余

家。从那时开始，萍乡的鞭爆在全国各地和欧美及东南亚国家和

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

中华人民，匕和国成立以来，我市鞭爆炳花有很人发展。特别

是近十年，认真贯彻党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广



大爆业职工依靠科技进步，积极开发新产品，鞭爆炯花出现了新

的飞跃，产量剧增，新品种脱颖而出，深受国内外客商的赞尝，内

销全国-t‘九个省、市、自治区，外销世界各地三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1987年8月，我市有“中西友谊瀑布"(即庐山瀑布)等

七个产品，被评为江西省烟花代表团参加西班牙24届国际大奖

赛的集体第二名，为祖国争得荣沓，标志着萍乡的烟花已进入了

世界先进水平。

目前，全国有广东东莞、南海，湖南浏阳、醴陵，江西万载

萍乡，广西合浦、北海号称我国八强鞭爆烟花生产基地。我市的

鞭爆烟花虽然起源较早，发展也较快，但与上述兄弟县，市比

较，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邻近的浏阳，醴陵生产数量，花色品

种都超过了我们。在这商品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从事鞭爆

烟花工作的同志，特别是科技人员，更应该积极开拓，努力创

新，开发更多的新产品，去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争取鞭爆烟

花这一传统产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和突破。

为了使广大读者对萍乡的鞭爆烟花发展历史有所了解和认

识，为有关部门研究萍乡的鞭爆烟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提供一

些参考资料，在上栗区、芦溪区政协和市烟花鞭爆工业局、市对

外经济贸易局，市杂品茶果公司、市烟花鞭爆研究所以及烟花鞭

爆诸厂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通过广征博采，反复调查核实，与

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作编写了《萍乡鞭爆烟花史料》专

辑。由于时间匆促，收集的资料很不完善，有些资料，还有待我

们进一步发掘，收集，希望读者今后积极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资

料，对《专辑》中有不当之处，敬请给予指正。并借此机会，对

《专辑》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单泣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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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爆竹起源及萍乡花爆的发展

彭云华

萍乡的鞭爆烟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我圆八大主要产

区之一。它襁煤炭一样，早在一百多年前裁驰名中外，吸引着世

界各缝鹩中外客商，鞭瀑烟花工妲豹发疑，为对外开放，发展经

薪，支援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我国爆竹的起源

爆竹，烟花，古已有之。起源何时?历史t的名流学者诗人

在文学作品中都有记载。在春秋末年，政治家范蠡猩《尚朱公

书》巾载有。 矗除夜烧盆爆竹与照皤蚕看火色，同是夜取安静为

青疗之句①。西汉时文学家东方朔在《神异经》也记述有“爆竹

驱山魑移的故事◎。到南北朝梁时，宗馕在《粥楚岁时记》一文

审，又有“正月初一(春节)，⋯⋯鸡鸥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

辟山操恶鬼黟的记载。到了唐来年阎，有关爆竹的记载就更多

了。唐诲人刘禹锡，在他的畲舀行诗中就有露照潭出老蚊，爆竹

傣出鬼黟的诗句。薛逢③有《元日楼前观仗》．=苜之作，茉鹤的

《单春》诲孛有口颏历才将半纸舞，小庭就聚爆竽灰黟之语。宋

代李殴在他的《该闻录》中也有爆竹驱出鬼的故事。 搿孝坡邻

曳家，为出魑所祟，螳令除岁聚竹数十搬予庭，焚之使爆裂有

声，至晓乃寂然"④。后来，李欧被人们称为爆竹的褪师。宋代

诗人王安石，苏东坡在他们的诗文中，也记有罐爆竹声中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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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爆竹惊邻鬼，驱傩逐s|,JL努的诗句。

在南宋梁克家撰写福州地方志《三山记》(也叫长乐记)，也记

有“州人除夕以竹著火，烧爆于庭中，儿童当街烧爆栩望，戏呼

达旦，谓之烧火爆"⑤。在该志巾，还记有宋宰相张浚和史学家

郑樵闲谈中的趣事， “张丞相浚为帅日，除夕，浦人郑樵客郡中

(指福州)与观火爆，丞榴命赋诗，给竿字为韵"。樵即口占云，

“驹隙光阴岁已残，千门爆竹竞团园。烧成焰焰丹砂块，碎尽

琅琅碧玉竿。唤转韶光新景燠，碎除恶魈旧吐寒。主人从此占佳

瑞，再入为霖洒早干"。

这些记载，都充分说明，采用真竹燃烧发出爆炸响声的“爆

竹一，起源于春秋，盛行于唐宋，而且宋盛于唐，到了宋代爆竹

已流行于朝野了。

后来，随着火药的普及，造纸业的发展，爆竹匠人用纸卷成

筒，装上火药，导线，将两头扎紧，点燃后发出响声和火花的爆

竹、焰火，相继问世，不仅被人们用于除夕喜庆， 以辟山操恶

鬼，而且被帝王皇宫用来消遣玩乐和军事指挥。《后武林旧事》

有宋孝宗观海潮时施放烟火记载“淳煦十年(公元1183年)八月

十八日，上诣德寿宫，恭请两殿往浙江观潮⋯⋯管军命予江西

分布五阵，乘骑弄旗，标枪舞刀，如履平地。点放五色烟炮满

江及烟收、炮息，则诸船尽藏，不见一只。黟宋宁宗(公元

1168年至1224年)时，西湖老人在《繁胜录》中也记有节日施放

烟火爆竹的盛况：跖⋯⋯庙前拥挨、轮马盈路，多有后生于霍山

之例，放五色烟火，放爆竹⋯⋯。乃宋理宗(公元1205至1264

年)时，周密在《齐东野语》中也记载了当年皇宫观看烟火的故

事： 搿穆陵(理宗)初年，尝于上元日(古正月十五日)，在清

燕殿排当，恭请圣太后(理宗母后)。既而烧烟火于庭，有所渭

‘地老鼠’者(花炮名)，径至于太母圣座下，太母为之惊惶，

拂衣径起，意颇疑怒，为之罢宴"⑥。吴自牧在《梦梁录》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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