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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宁，商属艾地，、，’汉名西安，j‘晋称豫宁，‘’’至唐始用今名oI‘t以接

壤楚尾，屡遭兵燹-宋元以往；4典志荡然无存：明、清曾纂修县志

十六次，。’今仅存明嘉清壬戌志。部，、清代志六部。。自同治癸酉志以

后百余年，：其间历史兴替，．已英雄和业绩纷呈，’而志籍末修，一-必史·

迹与时间流逝。是以党和人民政府决定重修县志，．使承前而昭后。i一

：≯·：武宁j处江西西北边境，全县面积为三千六百平方公里。’南有

九岭流脉，北有幕阜延绵，1．中部柳峰秀出，联群山以多娇；?西来修
’

江奔流，纳百川而东注。万山资源丰富，原野四季流青，盛产粮t

油、竹木、茶叶。人1：1滋蕃，现有三十万人，为赣西北望县之一。’

县城凡四迁治地：由西安而新县，而玉枕山麓，而南市岭。

．。武宁一以地灵著称，故历代诗人名士常以一临为快。如唐之柳 ，

浑，读书柳山；．宋之苏、黄，‘流连白石；唐张宁隐居紫鹿，存-代

淳风；明盛文郁来治我县，树数朝典则。地灵则入杰，如宋之周应

合，是淳裙’进士，，曾任实录院修撰，主编《建康志》，极受推崇；民

初李烈钧，曾留学E7本，为同盟会会员，在辛亥革命、反袁、护国

诸役中，屡建功勋，‘名垂青史。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_武宁是革。

命根据地，工农大众为建立人民政权，前赴后继，作出了卓越贡’

’献，英烈有千名以上．先烈李屏仁，背叛家庭，投身革命，曾任红‘

军军团参谋长，长征途中虽不幸负伤牺牲，而厥功至伟。解放三十

多年来，人民当家作主，与全国人民忧乐与共，休戚相关。剿匪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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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逸聚露一尚二一篇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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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i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反越自卫．改造自然，不断取得胜．利。，
‘

尤其是党的十一屑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7生产日益发展，面貌，j

、大为改变，使武宁更加可爱。7 ．

’

：。’。‘’： 1．一j。

‘流览旧志：，大抵歌皇恩．．颂官德，重诗文，一一轻经济。此次薪修、，，’

‘县志，、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由于县委、县政府加强领．

导，编委：、‘编辑经常研．究，各部．门与学者大力’襄助；因而能广蓖资。
’．，料，o阴其轻重；’略古详今，存真求实：以纵为纲，，以事为自，二分门

。’

．别类，+各有所归。1凡旧志序跋和卷首韵语，作白话意译j11"重要史 ，‘

：料，’照旧志附录；至于当代有关政策文件，’择要选摘，‘．谭为后人多+

j：留参考资料。；．唯因编纂水平有’限，常力与愿违∥虽志稿廖更：仍难j

尽善：i现以．1 981+年为断限。．’：00：，一：：．，“0．．’j’’‘_”■．．。。|，t ．’√

I．’魔史车：轮滚滚南前：．‘人民事业蓬勃发展，鹏程万童√，宏函天展。
者，固有望于后贤r’亦有待于后志。。今谨略述数语k以冠卷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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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参照古

贸易、文教科体

写．’·，

’二，本志取事断限年代自建县时起，

接，作了必要的追溯与延伸。

下限至1981年底。极少数内容网须前后衔
、

●

’

’三j。历史纪年在解放前按历史朝代年号记载j后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以公元纪

年。 ·．
．．。。．

。．- ．一，一4’
· 。

四、为疏通历史，继承遗产，对历代编纂的县志，本志中多有采用．在采用时除

一．注明有朝代年号者外，凡有称。旧志”处，系指清同治癸酉县志．
。

：
、。

j， 五。本志称。老县城’系指1970年迁建前修江北岸玉枕山前县城，。县城”系指现

址．．．一‘
·’·

’：

，．
．

_．
．．

一、

六、本志所用币制单位，·一律以新币(即每万元旧币折合新币一元)为计算单

位．·．’ ·。

．√．
。

’
’

．

．‘七、．旧志将农民起义诬为。贼。，。寇”，在引用时为不改变资料原貌j．均保留未予 ，

一7改动_／‘．一{，’，
·’一

‘．·‘ ．’一-一+j‘．

，i八，遵循。生而不传”的惯例，：不为生入立传．在世者虽有功于人民，‘以事系人，一
’

?只列姓名。．凡属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其姓名、职称，不加褒贬之词，以示保存历史原
一 貌．j，

：

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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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 -- 。’

， j“‘1九，全志材料，取自省、地、县档案资料、‘县各部门编写的史料及历代县志等历

?’史文献。-部分取自有关报章杂志及回忆录、座谈记录等，为节省篇幅，均未注明出
I， 处．’ ¨

“

．，，

‘
．

·。

．‘十、本志各章节篇幅或长或短。或繁或简，主要依据材料多寡所定．有关。附

■ 录”，是为辑录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以补充正文． |．
’．

I、1 十一j转录旧志有关资料时，除部分已译成现代语文外，余均录原文，不予注

‘解．
j

’i’．
’

．

十二，本志的文体，采用语体文，内容以文字记载为主，辅以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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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监察工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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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第一节，森林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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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解放后交通建设一⋯”：⋯⋯⋯⋯⋯⋯⋯⋯?⋯⋯⋯⋯⋯⋯·(392)

第三节客货运输⋯⋯⋯⋯．．．⋯⋯⋯⋯⋯⋯⋯⋯⋯⋯⋯⋯⋯⋯⋯⋯(400)。

。 第四节交通管理⋯⋯⋯⋯⋯⋯⋯⋯⋯⋯⋯⋯⋯w⋯⋯o⋯⋯⋯⋯(408)．

第五节交通企业⋯⋯⋯⋯⋯⋯⋯．．．⋯⋯⋯⋯⋯⋯⋯⋯．⋯⋯⋯⋯⋯“10)

·

5 ：



电⋯⋯⋯⋯⋯⋯⋯一“⋯⋯⋯⋯⋯⋯⋯⋯⋯⋯⋯⋯⋯⋯(413)’‘

解放前的邮电⋯⋯⋯⋯⋯⋯⋯⋯⋯⋯⋯⋯．．．⋯⋯⋯⋯⋯一(413)，’

解放后的邮电事业⋯⋯⋯⋯‘⋯⋯⋯⋯⋯⋯⋯⋯．⋯⋯⋯?⋯“(415)
、 ．1．

’

，

j

第六编 财经贸易
’

。

i
．‘

政⋯⋯⋯·!⋯．．⋯⋯⋯⋯⋯⋯⋯⋯⋯⋯⋯“v⋯⋯⋯⋯‘(425)

财政收支⋯．．．⋯⋯·：··-⋯．．．⋯⋯．．．⋯⋯一：⋯·??i??：i⋯⋯⋯4(425)

财政监察一⋯⋯⋯”：⋯⋯⋯⋯⋯⋯⋯⋯⋯⋯⋯一-?⋯⋯⋯·，(431)

农业税征收⋯⋯．⋯⋯⋯．．．⋯⋯⋯⋯⋯⋯’⋯√⋯，j：⋯⋯⋯“(431)，

公债推销⋯⋯⋯⋯⋯．．．⋯⋯⋯⋯⋯⋯⋯，，⋯一⋯·t0⋯⋯⋯(434)

房产管理¨，⋯⋯⋯．．．⋯⋯⋯⋯．⋯⋯⋯⋯⋯“．⋯⋯一⋯⋯⋯(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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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商标管理⋯⋯⋯⋯⋯⋯⋯⋯⋯⋯⋯⋯⋯⋯√⋯⋯一⋯一⋯”(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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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物资经营e o．o,!o⋯⋯．．．．．-⋯⋯⋯⋯⋯⋯⋯⋯⋯⋯“⋯。?一j⋯一(474)

t 第七编 文、教、科、。体
●-

第一章文 化．．．一⋯⋯⋯⋯⋯⋯⋯⋯⋯⋯⋯⋯⋯⋯⋯⋯⋯．．．“i‘(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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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第六节图书发行⋯⋯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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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封建朝代的教育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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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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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第二节中 ‘药“⋯⋯^⋯一⋯⋯⋯⋯⋯⋯⋯⋯⋯⋯⋯⋯·，⋯⋯～(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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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同治县志各卷序言·j⋯⋯·，●籼⋯：：⋯⋯o·。⋯⋯·：⋯⋯··i··t⋯⋯．．．”(746)+‘
· ‘历代编撰县志概况⋯‰·：⋯v“·j⋯．-⋯_⋯．．．．．⋯⋯⋯-⋯■⋯⋯_～(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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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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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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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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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

．

·‘ 。

’；

· 9 ·



o 7^，，。 ’．‘：’、 ：，‘：i。f'．。．√．1 ‘．
”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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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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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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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1

7、■⋯◆『l概-．。，：?述1一：一，．0 o、一。
。

!：．．．．， ：～．，， ’。-：’， 一．：i。、一，。． 一‘抄√，：
‘一一，··i ：’√．’-√!，一． -?i 7，．．j、，

，1

7，：。：．

：．．．，”“ ；’．‘2 T．i∥。：⋯一．(jr，一，_|一 ：． ．：：．，．

武宁，位处江西省西北部，修江中游，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边区根据地

之一j历史悠久，山川壮丽，民俗淳朴，物产富饶．’九岭山逶迤于南境，幕阜山绵亘于西

北，滔滔修江自西而来，横贯县境，迤逦而东，r将全县分为南北两岸，。境内山岭重叠，岗

峦起伏，．为九江地区的山区县之一¨-．’，，一，．；．、； ，{一’，-∥，，，．-，：·，
_ 据有史记载，武宁正式建县始于唐长安四年(公元一．704年)，距今已有_千二百八十

年．建县前，曾为艾、海昏、建昌，．西安等县属地，．分并析合，较为频仍．。．一。 ，

， 武宁在商代(约公元前1扣1 1世纪)为艾侯领地。据宋代罗泌撰著的《路史》国名

纪考证，商代穆鼎上有艾侯的爵号：。艾，商侯爵，穆鼎有艾侯。武王克商俘艾侯．、艾侯在

今武宁．” ‘7．。
．· ；．．√ -∥一；j．■’。‘|。·㈡一，，j，‘ ÷

《左传》载：?吴公子庆忌出居于艾，遂适楚。。杜予注：．。艾¨吴邑。、豫章有艾县。”周元

王三年(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尽有吴地，j遂属越。，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356年)，

，越伐楚，被楚打败。尽取吴故地，‘豫章地悉属楚。．以此考据，艾曾先后为吴、越，楚的属

地。．‘|，‘，。，
一+

。 j；!． 。、 一； 、， ．、。‘i，‘t二÷“二 。．：÷，一，：， ，’|
，

秦统一全国(公元前221年)。、，推行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在淮南设九江郡，

’管辖范围达到江西地区。，艾属九江郡。 ，，，i，㈠·．‘j’敏f≯¨jj： 凡；：，_；’ o．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秦灭，。改九江郡为淮南国矗封黔布为淮南王，’艾属淮

南。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以秦郡太大，增加郡治，在江西境内设豫章郡，艾属该

郡。汉景帝三三年(公元前154年)，由艾辖地分设海昏，同属豫章郡十八县中之二县。·艾

为今修水、+铜鼓，海昏为今永修、安义、奉新，靖安，武宁．海昏城初设奉新，后移今永

修县境内，已沉没于鄱阳湖．，，。’：．‘。。i，，
·

’，．f㈡一屯，：，． ．·，

，“‘

．．一王莽纂汉，称新莽(公元9年)．艾改为治瀚，，海昏改为宜生．，汉光武复国(公元25

年)仍复原名。一⋯： 1 一。．一 ．，，’i．．．，，。? ?：0 I。。 ：，*，”．．

，，，汉和帝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从海昏分设建昌。j j、小，oj ．、．：一． ．，

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三国鼎立，江西属吴。增设郡县，从海昏，建昌划

出另立西安县，县治在高城乡之西安里，(即今石渡新峰)一豫章郡辖县十六，艾、海昏．

建昌、西安为其中四县。，。? ，1+ 一， ．：‘j·．’．．．j≮，，‘z．?一，‘’≮t，i‘

_：．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安改名豫宁r～。， 。，， ，．

ti

，? 南朝陈武帝永定三年(公元559年)，于豫宁县立豫宁郡，，辖县五：艾，永修。建

昌、新吴(即今奉新)k豫宁．-’：：，j_?一，． ；j-j?i～．．?：。r，．．‘』。。
；

+．．’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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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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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隋统一全国后，行政区划又有大的改变．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文帝下令并省郡

‘县，撤销豫宁郡，将水修．豫宁，新吴、艾四县合并为建昌县‘属洪州总管府。炀帝大业 ，

‘三年(公元607年)，洪州改为豫章郡，建昌属之．?0， j ⋯ |．
．．1 2．

‘

．唐代继承隋的制度，同时有新的发展。唐初。全国划十道，．江西地区属江南道：后划 一、，

∥

为十五道，江南分为东西两道，江南西道简称江西，、管辖八州兰十七县，建昌属之。武后’．1|

1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分建昌设武宁县，县城仍在西安里．武宁县名自此始。睿宗景

云元年(公元710年)，改武宁复为豫宁。县城由西安里迁新县(今石渡新华)。玄宗天宝．

’。四年(公元745年)，县城由新县迁玉枕山前．(即老县城古艾镇)，代宗宝应元年(公元

762年)。，囱避代宗讳J(代宗名李豫)，豫宁复名武宁。’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 。． 童

观察使李巽上疏：。窃惟武宁一县所隶者凡二十乡，’，而太清乡、甘罗乡县令治所在焉。西乡 。：j

趋县，山川修阻，输赋予官逾三百里，‘小民往返，’疲于道路，农桑之业，。或至荒废。臣等’， ；
’· 伏见西八乡有常州亥市居其中，于八乡道里适均。臣请即市建县j西八乡悉隶之j余隶武 ·，j

．宁如故．于输赋既使，’而榛莽遐旷之处，人迹罕到，有司耳目，-，近而易周，’，贝¨于防微杜渐 -j

．，之理，．或兼有取焉：事系民生休戚，．辄便披宣，静听敕旨4．经奏准分武宁八乡-(高、 !

崇．唪、’武、仁，西、’安、太)设分宁县(即今修水。铜鼓县)。 ：一 ?：n
． ；

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年)÷，武宁县南朱家山以南至铁门槛一部分划出，与建昌、 。；

．奉新两县各划出之地设靖安县，1均属洪州管辖。
=’

。．． ．，’7

．‘“宋代(公元960-1279年)，。江西地区的州县分别属于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管辖，县

的设置基本稳定。武宁属洪州，洪州属江南西路管辖。．
‘

o。i_ j‘ t：’’· ．-。

，‘ ’元代实行行省制，江西称。江西行中书省”，省下属为。路”，武宁原属隆兴路。至元二 、‘ ，．

十一年(公元1284年)，隆兴改为龙兴．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武宁置宁州，辖’
7一

，武宁．分宁两县。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分宁改称宁州，?武宁属龙典路。 ．．：

。’明代、<公元1368-1644年)废行中书省，初改。江西都卫：，后改。指挥使司’。洪武 ．

九年<公元1376年)称。布政使司’，改路为府．龙兴路初为洪都府，后为南昌府，、武宁 ?‘

。 属南昌府管辖．．1
’

o 一，’，-；” -／一5．一}j‘∥．‘

清代(公元1644-191 1年)承袭明代建制j。后改布政使司为省，武宁仍属南昌府管
’

辖。·‘ ·’，⋯·r 1’!’ ，～，～ ?‘√‘ ．：’、j：’㈠r、。’’一．’。：·'^．．、 ’．二
，

，． 1 ，，～、

’中华民国成立’(公元1911年)，废府，武宁直属江西省都督府．o民国73年_；f公元 ，。

1914年)，江西省设巡按使，．下设四道，武宁属浔阳道，：道尹公署设九江。民国15年

(公元1926年)，国民革命军克复江西，废道。武宁直属省辖。民国21年(公元1932 ～

年)，江西一度设区、县党政军委员会，‘区委驻修水：+武宁属之。不久，．划全省为十三行’

政区，区设行政长官卜武宁属第二_行政区(辖县六：武宁，永修，靖安、奉新，。修水、铜 √一
。 鼓)，行政长官驻武宁．民国24年≮公元1935年)4月24日，缩改全省为八行政区；区

‘

设行政督察专员，武宁属第一行政区(辖县十；武宁，修水、铜鼓：：奉新．．靖安、安义、
’‘

、 永修，南昌，进贤、新建)，行政督察专员驻武宁．‘良国26年’(公元1937年)，复设湘鄂

赣边区特别区政治局四处，其中九宫山区于6月：日成立，局长驻武宁。1翌年6月1日撤， ’，

‘

销。’民国28年(公元1939年)3月，江西省会南昌沦陷，赣北各县为日军盘踞，全省划 ．

， }．．2． ．·‘． ／-
，一‘。‘。一 ．．．．-．·

‘． i 一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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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十一行政区，武宁属第一行政区(辖县三：武宁，修水，铜鼓)，专署驻铜鼓。民国31

年(公元1942年)8月，全省改划为九个行政区，武宁属第九行政区(辖县九：-武宁，’

瑞昌、九江．德安．星子：永修，安义、靖安j奉新)，专署驻武宁．。。 一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元1949年10月1日)，武宁设县人民政府，属九江专区。

公元1955年3月，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公元1968年6月，成立县革命委员

会。公元198t年3月，成立县人民政府。 ”’一 一4I i．：，：

‘‘

武宁i L【J环水绕，风景优美，、古人多有称颂。唐吕温在其《海昏集》序内称：“修江之’‘

清，温泉之灵，云洞花坞，竹屋草聪，鸡犬弦诵之声，相闻于青岚自瀑中，数百里不绝。’．
。． 宋杨恢的《玉清官记》中有。武宁最山川胜处，西北为尤胜。幕阜九官绵亘，--'-ill秀出云

表，盏吴楚相入处也。”宋白玉蟾的《涌翠亭记》记述更妙：。环武城皆山，苍岩翠壑，古涧 。

’

生风，峭壁层岚，．泉飞瀑布⋯二”翼然如舞天之鹤，婉然如入天之龙者，柳山也。‘窈然如霞．

姬之帔，湛然如湘娥之毂者，修江也。”清代名士余腾蛟在《半懈绮语》中记述：。豫宁为

邑，岩穴纡迥，烟云绵缈，危寻曲讨，佳境良多。+其险隘则朱家山、紫鹿岭，石栈云关，’

可以避嚣而远俗。其沃衍则梅林埠、蜈蚣渚，平畴绮陌，可以力穑而安农。村落如长墅j．。．

一．瓜圃，水荚林香，武陵桃源之胜不是过也。，洲屿若鳅涧、’龙潭，‘月自风清，‘南浦西湖之

丽，无以加焉。是以fⅡ1人爱其幽遐，高士乐其修洁。”一 ． +： √ ‘_|．：．‘|’ 一

。境内名山遍布，有海拔1547米．被称为“百里芙蓉帐’的武陵岩；有绵亘西北，海拔

t656米的老鸦尖；有挺立县南，海拔1794米的九岭尖。三峰雄峙，互争高低．挺拔的柳

峰与巍峨的辽山，隔修江遥遥相望。以培植各种药材尤以武芎为著的北屏山横卧县境东

北，．以盛产木竹、土纸、香菇等土特产品的严阳I【j位于县境之南。有岳飞追斩叛将赵万的 i

， 朱家山和他停辔饮马的饮马岗(现名走马岗)；有明末清初农民起义领袖闯王李白成牺牲

之处的九宫山；也有宋韩琦，李纲修建四望亭的四望山．有相传吴王孙权祖墓葬其上的吴．

7王峰；．也有。伊叟旧宅”传说的伊山。有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红十六军获得两次大捷的宝

、盖山；也有李烈钧单枪匹马上山说服。草寇”成为抗日队伍的桃花尖．尚有在抗日战争中，

．我军将士浴血奋战，力拒日本侵略军的观风山．蜂迭峰，山连山，晚唐诗人王周有诗赞

颂：吁亍过武宁县，初晴景物和。岸回惊水急，山浅见天多．细草浓兰泼，轻烟匹练拖。晚

来何处宿，一笛起渔歌．” ， -一⋯：．’?。一_“ j

：j 境内众水争流，在众多峡谷中，条条涓涓细流，分别合成三都、洋湖港，涅溪、罗

溪，甫田、茶棋、野猪港、巾口、瓜源等九条较大支流，分南北或北南流向，汇入修江，
．n 滋润着四季流青的原野。境内名胜星罗棋布，有号称。豫宁八景”的。郑郊草堂、柳浑精，

：舍、玉枕清风、鹤桥明月、钟陵瓜圃，伊洞龙鳅，南浦渔歌：东林牧笛，”博得古今许多游

i 者的赞美和诗人词客的吟咏。有前人留下古迹遗址和一批历史文物，为研究我国历史与文

．一化的发展，为对广大人民进行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e提供了极好的例证．．如有建造于元代

，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南渡石塔、南皋双塔和东渡文峰塔。有相传许真君缚蛟的龙潭，黄庭

坚曾题“龙潭清影”、。水月双清”和谢枋得曾题“龙潭”的石刻；’有唐国子祭酒张宁，元末农

；民起义将领盛文郁，明太监彭尚兴等人的墓址；有唐宜城伯柳浑为衢渊司马时，弃官隐居，
的柳浑读书台；’有宋理学家周濂溪讲学的尊贤坊；有黄庭坚，苏轼、周濂溪徘徊留恋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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