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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追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一九三四年登会昌山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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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舒 吉
刖 青

遵照国务院国发(I 979)3 05号和江西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

神，在中共会昌县委、会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广泛开展地名普

查的基础上，我们编纂出版了《会昌县地名志》。

《会昌县地名志》是我县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地名典籍，它是一部

带法定性的工具书，也是国家地名档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份。本志通过

文字和图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我县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我县的政治、历史、经济、地理、文化，民俗的概况和特征；

以简明的形式，集中提供了我县标准化地名的规范化书写和标准读

音。它不仅是一部用途广泛的地名工具书，也是一部较好的爱国、爱

乡的乡土教材。

本书的基础是地名普查成果资料。I 981年3月至I 982年7月，我县

集中了一批同志，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

通过普查试点一一全面铺开一一重点复查一一检查验收一一资料整理

等阶段，对金县2722平方公里土地上的4284条地名进行了普查，收集

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并对一些重名的地名和含义

不妥的地名进行了更改。在编志中，又注重再考核，力求内容准确，

并作了文字润饰。因此，本志的出版，使我。县地名_32作转入正常管理

前进了一大步。

本志约5 o万字，共收录各类地名3553条，其中行政区划284条；居

民,点2991条(包括自然镇．．自然村，街、巷、片村等)；自然地理实体

285条(包括山、河、峡、‘洞等)；人工建筑26条(包括公路、桥梁，水

库、电站等)；专业部f7 3 0条；纪念地、名胜古迹19条；地方名产6



条。附有各类地名图24幅，彩色照片8幅，黑白照片1 4幅，以及会昌

县历史沿革表，别名、曾用名对照表，地名汉字笔画索引，废地名一

览表等·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稿件经送请县领导、县地名志编纂委员会和

有关单位审查，’广泛征求意见，并查阅了《会昌县同治十一年县志》、

《会昌县革命斗争史》、《宁都县志》、《江西年鉴》、《嘉清府

志》和全县部分姓氏宗族谱、墓碑，钱包簿等史书物件，查阅了江西

省档案馆、江西省纪念馆、江西省师范学院地理系、会昌县档案馆的

部分史料。

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和正确使用本书资料，特作如下说明：

一、本态所收地名的编排顺序：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地名按隶属关

系排列，其它地名按类别集中排列：县、公社、镇只排文字概况，不

另排条目释文。

+二、本志地名图中所标的行政区划界线，未进行实测，不作划界

依据。
。

j三、志中所引用数据除释文中注有年份外，其余是1 980年底的统

计年报数o

四，居民点中的变迁，除释文中注有(X族谱记载)或(×碑文记

载)外，其它为访问所述。

五、志中·符号，表示片村村名。

会昌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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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县Z零目2窜

会昌县概况

会昌县位于江西省东南边境，武夷山西麓，贡江上游。东南邻福

建省武平县，东北毗瑞金县，西北连于都县，西南靠安远县，南接寻乌

县。东西宽56公里，南北距85公里。县城驻地湘江镇距省会南昌市

450公里，距行署所在地赣州市1 45公里。全县总面积2，722．1 8平方公

里。耕地面积324，767亩，山地面积3，299，040亩，水面1 02．253亩。

辖19个公社、1 4-水库、1个镇，280个大队、3#-居民委员会，3，366

个生产队，3，56 5个自然村，20个自然镇。据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

计，至1 982年6月30日止，金县共有56，768户，3 1 9，552人，其中有壮

族9人、回族4人、畲族2人、白族1人、苗族1人，余均汉族。

据同治十一年《会昌县志》载：会昌自汉至唐属于都县地，古称

九州镇。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始设县，适逢镇人凿井得

砖1 2块，砖上刻有“会昌”(唐武宗年号)篆字，故以“会昌”为县

名，一直沿用至今。元大德元年，会昌由县升为州，管辖会昌、瑞金

两县。明洪武初年，将州返县，隶属赣州府至清。民国初年属赣南

道。1 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来到会昌，建立了红色政权一中

共筠门岭地下区委；193 1年1 o月成立会昌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会昌县

委员会；1 932年7月，会昌、寻鸟、安远三县联合成立中心县委，邓小

平同志任县委书记；1 933年2月在会昌县内分设会昌、筠门岭、西江

三县；1934年9月三县又合并为会昌县。1949年会昌解放后至1955年

属宁都行政公署；1 956年至今属赣州地区行政公署。

武夷山脉蜿蜒于县境东缘。金县总的地势是四周高，中间低，略

呈掌形倾斜，以低山、丘陵为主，其中丘陵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75．2％。东部多山地，海拔均在800米以上，不少山峰海拔超过千米。

位于县城南偏西的清溪公社青峰大队境内的盘古嶂，海拔1 1 84米，是

全县最高处；贡江在本县的出口处一一白鹅公社的白鹅峡，海拔1 40．

眵



米，是全县最低处。境内河流总长893．44里，除南缘属珠江流域外，

均为赣江水系，主要河流有湘江、贡江、绵江和濂江及澄汪，其中湘

江发源于筠门岭盘古隘，曲折蜿蜒，经筠门岭、周田、站塘、麻州至

县城与绵江汇合为贡江注入赣江。全县多数河流落差大，水流急，水

力资源丰富，年平均水能理论蕴藏量为17万珏，其中可开发剂用的

3．7万冠。

会昌县属中亚热带季风型温暖湿润气候区，具有山区立体气候明

显的特征，其特点是：气候温和热量足，日照充裕光能佳，雨水不均

易旱涝，四季分明差异大。由于距海洋较近，加之地形作用，一般是

春早多阴雨，夏热无酷暑，秋爽少降水，冬长无严寒。年平均气温
1 9．3。C，一月份平均气温8．3。C，七月份平均气温28．7。C；极端最

低气温一6．7 oC，极端最高气温39．5。C；>110 OC积温6079。C；平均

无霜期280天，平均年降雨量1 6 24毫米，春夏多雨，秋冬少雨，尤在

4—6月降雨集中，平均可达752．9毫米，占全年总雨量的48．4％，常

引起洪涝灾害，而7—9月的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88．1毫米，仅占全年

总量的e4％，加之蒸发量又大于降雨量253．5毫米，常发生干旱。灾害

性天气主要有春季低温，夏季洪涝、干旱以及秋季“寒露风”。

土壤偏酸性。低山丘陵多红壤，也有黄壤；河谷两岸以冲积土为

多；山地多数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1—3％，适宜多种林木生长。

森林资源丰富。据1 978年二类资源调查统计，全县人平占有森林

面积7亩，有活立木总蓄积量840万立方米，毛竹279万根。主要有常

绿阔叶林、针叶林、针阔混交林、竹林、散生木灌丛林和油茶林六个

基本林型；有树种资源94科、323种；珍贵乡土树种有紫树、香楠、樟

树，梓树、泡桐、银杏等。另有冬笋、香菇、木耳、笋干、银耳、棕

叶等林副产品。全县森林覆盖率49．74％，森林分布不均匀，主要分布

在东南、西南部深山区的清溪、永隆、洞头、中村、富城、高排、晓

龙七个公社及凤凰炼、龙须炼和板坑、永隆等国营林场。野生植物种

类很多，主要有米锥栗、野葛、橡子等淀粉植物，有酸枣，杨梅、野

板栗、猕猴桃等果树植物和大量的野生药用植物。植被覆盖率较低，

麻州、站塘、文武坝等地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矿床资源较为丰富，除有一定储量的金属矿外，还有大量的非金



属矿。金属矿藏有钨、铋、金、铜、锡、锑、钼、锌、铝等，主要分

布在西北部；非金属矿藏有流纹岩、陶土、石灰石、莹石、水晶石、

石膏石和稀土矿等，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和东部；南部有蕴藏量达9亿

吨的岩盐，西北部有蕴藏量为1 75万吨的无烟煤。这些矿产资源，除

钨、石灰石、煤、岩盐已有开采外，大部分还未开发利用。

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艰苦奋斗，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1 983年，金县工农业总产值达1 0055万元，

其中工业总产值2231万元，农业总产值7824万元。

农业生产以水稻为主，次为红薯、大豆；经济作物主要有甘蔗、

油菜、花生、烤烟。解放后，广大农民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

开展以治山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努力改善生产条件，农，

林、牧、副、渔各业都有很大发展，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

24，81 1．9万斤，比1 950年增长1．94倍。全县共兴建大小水利工程

2，3 21座，其中，中型水库一座，小(一)型水库14座，小(二)型

水库34座，总蓄水量1 0，890万立方米；此外，还有707个引水工程，
l 74个提水工程，1 6 8个机电排灌工程，有效灌溉面积由解放初的
l 1 2，6 98亩扩大到22 9，40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0．84，其中旱涝保收

面积1 84，6 97亩，高产稳产面积1 00，548亩。1 981年统计，全县拥有农

用机械总动力20，1 1 0-5力。1 950年至1 98 1年，全县共造林1 00，3 76．7

万亩，共为国家提供商品材94．9万立方米。1983年底，全县生猪饲养

量达1 16，323头，耕牛存栏数达24，987头。渔业生产以放养草、鲢、

鳙、鲤四大鱼类为主，1983年全县养鱼总产量184．37万斤，比1949年

增长5倍。

解放前，全县工业极为落后，仅有少量的手工业。解放后，发展

较快，现有采矿、冶金、机械、二轻，电力、造船、印刷、酿酒、制

药、副食品加工等工业，共十二个门类、一百四十家工交企业。会昌

藤器厂生产的藤器，工艺精细，造型新颖，曾在1 980年荣获轻工业部

的优质产品奖，畅销国内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县食品厂生产的

酱油豆千，保持了传统特色，光亮透明，柔软爽脆，美味可口，深受

消费者的欢迎。县果子加工厂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药理，以山区

野生植物酸枣和白糖作主要原料的酸枣糕，是甜酸适度、营养丰富h

7



老幼皆喜的送礼佳品。 ， 。

解放初，全县只有一辆汽车，仅有两条通往邻县的公路，计101．9

公里。现在；金县有公路69条，计6 7 5公里，其中干线公路4条，计
1 3 9／hk里，县社公路11条，计1 92公里，社队公路5 4条，计3 44公里，

达到了社社通公路；有各种型号的机动车辆2 1 9辆，总马力1，0 90匹，

总载重量674．5吨。水路运输方面，全县有4条通航河流，通航里程
1 91公里；有机帆船82艘，拖轮2艘，总马力1，090匹，总载重量

1，826．7吨，木帆船1 4艘，被拖船1 o艘，总载重量46 7吨。另外，还建

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市内电信网及农村电话通讯网。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县现有高中4所，初中20

所，小学44 9所，幼儿园53所，教职员2，1 3 8人，学生5 1，753人。据
1 983年统计，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1．7％，巩固率达95‰全县有

卫生医疗单位28所，其中县级医疗卫生单位有人民医院、中医院、妇

幼保健所、卫生防疫站、卫生干部进修学校、皮肤病防治所、药品检

验所；还有1 9个公社卫生院、276所大队医疗站。群众性文化体育活

动开展得比较活跃，县城设有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新华书店、

采茶剧团、电视转播台、广播站、工人文化宫、电影院、剧院和业余

体校、体育场、儿童游泳池；公社有文化站、广播站、电影放映队。

在会昌境内，有许多带着神话色彩的名山胜地，如紫云山、盘

山、君山、肖帝岩、汉仙岩等，它们恰似镶嵌在会昌大地上的

颗颗瑰丽的明珠，把“风景独好”的会昌点缀得更可爱。会昌还有

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其中文物有明万历年间的青花瓷盘、唐代的

五盅盘等；古迹有林岗坝的古窑址、龙光宝塔、步云桥、孔圣殿等。

这些历史悠久、工艺精美的文物、古迹，闪烁着会昌古城优秀的文化
光辉，反映了会昌历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会昌，是老革命根据地，是中央苏区县份之一。早在1 927年8月

下旬，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同志率领“八

一”起义军路经会昌，指挥进行了“会昌战斗”，我军以少胜多，大

破了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队，从此，在会昌点燃了革命的烽火。1 929

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发，2月经安远到会

昌，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1 93 4#-夏天，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处于



极其艰难的境地，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再一次来到会昌，亲临

苏区南线，指导部队和地方的工作。7月23日清晨，毛泽东同志健步

登上会昌山一一岚山岭，写下了《清平乐·会昌》这首气壮山河的不朽

诗篇； 搿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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