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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金

新编《上饶县志》在省、地地方志编委的关心指导下，广大编纂人员殚精竭

虑，五订纲目，四易其稿，凡七春秋，终竟其功，实现了全县人民的一大夙愿，是

上饶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信美之郡"上饶，是镶嵌在赣东北大地上的一颗明珠。山郁珍奇，地理优

越，资源丰富，人杰地灵。自东汉建安初置县的千百年来，勤劳善良的上饶县人

民在这块可爱的土地上耕耘劳作，繁衍生息，谱写了文明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

文化。本世纪二十年代后，上饶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

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新中国成立后，上饶人民不畏困

难，用自己的双手，铲除贫困，增添锦绣，古老的上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同心同德，锐意改革，勇于进取，致力经济建

设，农业连年丰收，工业发展迅速，各项事业兴旺发达，人民生活显著提高，社会

主义道德风尚日臻良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先驱者光华四射，后来者图强奋发，载业绩于史册，激千秋之爱憎，无疑责有攸

归。新《上饶县志》就是基于这种“资治、存史、教化"需要，遵照党中央、国务院指

示而编纂的。

上饶县历史上曾屡次修志。宋淳{右年间葺而未成，明万历年间成而未刻，清

继明后，一再编修，凡五次之多，同治十一年所修县志为旧志之殿。这些旧志，均

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资料，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因受时代的局限，旧志观

点陈旧，资料缺误，经济方面语焉不详。为承前启后，延续历史记载，1985年1

月，县委、县政府顺历史潮流毅然作出决定，拨付专款，调集人员，重修县志。广

大编纂人员在旧志基础上，查凭究据，分析核实，搜集了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大

量资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

场、观点和方法，去芜存菁，去伪存真，拾遗补缺，实事求是地整理出上饶置县

1700余年间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风土民情、名人轶事等方



·18· 上饶县志

面的资料，把经济志作为整部志书的重点，详尽记述了上饶县农、工、商各业的

历史和现状，着力讴歌了上饶县人民革命的艰苦历程和建设家乡的丰功伟绩。

新编《上饶县志》广征博采，熔铸百科，是一部社会主义新型县志。它贯通古

今，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体现了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是我们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乡土历史教育不可取代的教科书；是我们了解上

饶、认识上饶、掌握上饶县情、思考上饶未来的良师益友。它的出版必将进一步

振奋全县人民的革命精神，激发人民热爱上饶、建设上饶、振兴上饶的壮志豪

情。愿全县人民以史为鉴，明古识今，继往开来，为我们家乡和我们祖国的建设，

继续谱写辉煌、灿烂的历史新篇章。

编修《上饶县志》得到各方的配合和支持，值此，我代表中共上饶县委J二饶

县人民政府，对省、地地方志编委和有关部门的关心指导，情切桑梓的国内各界

人士的热情帮助，县志顾问和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

意!

注：张德金系中共上饶县委书记

一九九二年元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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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

上饶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全志由概述、大事记、分志组成。概述总摄全书。大事记记叙

建县以来的大事、要事。分志为章节目结构，共设45章，176节，横排

门类，纵述史实。

三、记述时限：上起事物发端年份，下迄1986年底，少数内容延

至本志发稿之时。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历史纪年和民国纪年，首次

使用时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以公元纪年。

五、机构、职务、区划等名称按不同时期的实际称谓记述，简称在

首次使用全称时加以括注。地名一律以《上饶县地名志》为准，历史地

名括注今名。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章记述，散

见于《大事记》和各章志文中。

七、上饶县城历为州、府、区、署所在地，民国38年5月14日析

出置上饶市，县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记述至析出之日止。

八、上饶县于1960年3月至1964年3月并入上饶市。本志所载

此段时间的史实和数字除去了上饶市部分，无法分开的随文注明。

九、志文记述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加评述。概述有叙有
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用编年体为主，少数史事采用记事本末体：‘

十、本志不使用“建国前"、“建国后"二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9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

后”。志文中出现的“解放前”、“解放后”系指1949年5月3日上饶县

解放前后。

十一、志中各项数据一般用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有关

单位数字，并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历步纪年，以汉字书写，民国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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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公元纪年以阿拉伯数字书写。

十二、计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历史计量单位记述，以后
按国际计量单位记述，少数不便换算的按当时使用的计量单位纪述。

1955年前的旧人民币一律换算成新人民币币值记述。

十三、遵照“生不立传’’原则，入传者均为有影响的县籍已故社会

人士。

十四、本志材料主要来自各单位的发展史、专业志及有关文史资

料，中央、省、地、县档案馆和图书馆所查找的资料，旧志、家谱及有关

人士的口碑资料。所有资料均经考证鉴别，重要资料随文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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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上饶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信江上游，东邻玉山县、广丰县，南连福建省浦城县、崇安县，

西接铅山县、横峰县，北靠德兴县，中有上饶市。南北长132公里，东西宽45公里，总面积

2490平方公里。1986年，有旭日、沙溪2个建制镇，31个乡，341个行政村，5个居民委员会。

境南有上饶地区直属的五府山垦殖场，辖10个分场。全县有299个姓，140922户，710816

人。

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形似马鞍。怀玉山支脉从汪村乡东部入境，山势骤起，盘亘北部，形

成灵山诸峰，面积300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拨1469米。武夷山脉在境南蜿蜒而过，最高点五

府岗海拨1891米，是赣东腹地的屏障。中部地势低平，最低点董团吴州尾海拨仅53米，有皂

头、沙溪、灵溪、罗桥等小块冲积平原。信江在境内流长44．2公里。分别发源于南北山区，分

段注入信江的饶北、丰溪等14条支流，呈叶脉状分布。

县境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7．8"C，年降水量1702．5毫米，日照时数1841．8

小时，无霜期270天左右，适宜农作物生长和家禽家畜的繁育。有寒潮、台风、寒露风、冰雹、

暴雨、干旱等灾害性气候影响。

县内自然资源丰富．耕地491634亩，宜林地2541135亩。水力发电可开发量39738万

度。有金、银、铜、铁、铀、铅、锌、铌、钽、钒、煤、硫、瓷石、石灰石、白云石、重晶石、砩石、花岗岩

等27个矿种，100多个产地．

县境地处通闽入浙要冲，史有“八省通衢”之称。信江是历史上运输动脉，赣东和闽北的

货物由此进出。浙赣铁路横贯境内，设7个车站。连接滇沪的320国道和通往福州、皖南的

省道，在县城附近交叉，东西南北相向。通往广丰、玉山、铅山、横峰、德兴等县的公路干线，向

四面八方辐射，境内通车里程348公里。乡乡通客车，大部分村庄有简易公路和公路干线连

接。 ·

‘

自然风景秀丽，有许多旅游资源可资开发。境北灵山，气势磅礴，72峰，峰峰皆秀，丘壑

洞谷，无处不幽，唐宋时列为道家第三十三福地。境南武夷山脉，在境内旧称“铜塘山”，现为

五府山，高耸挺拨，险峻异常，曾有多次义军结集，明正统年间，立碑永禁，并于四周建隘设汛

防守。城东沙溪的饭甑山，城北煌固的铅石山，遥遥相对，石屏秀峙，岩壑瑰异。城南的南岩、

七峰岩，洞穴空旷，秀峰环抱，历为高僧悟禅宝地。城西月岩，位于浙赣铁路旁，一峰独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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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穿山如满月。铁山、上泸、四十八等地的天然岩洞，钟乳石琳琅满目，状物类比，维妙维肖。

新石器时期，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西周已有村庄。秦、汉间出现集镇。东汉建安初

(196—204)建县，一说因傍上饶江得名，又说因“山郁珍奇”得名。唐乾元元年(758)后，历为

州、郡、府治，为赣东北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境内经济开发较早，秦汉时期，信

江流域和其它河谷地区，就有农业和简单的制陶业。唐代开始植茶、制茶。宋代农业生产的

种稻、种茶、种麻，工业生产的制陶、冶炼、纺织逐步发展。南宋淳熙九年(1182)至庆元二年

(1196)，辛弃疾闲居上饶时，写下大量描写当时社会风貌的诗词，《夜行黄沙道中》有“稻花香

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句。明代，商业逐渐发展，上饶县城成为赣东、闽北的重要货物集散

地之一，通过舟楫，运进布匹、药材、南北货，输出茶叶、夏布、土纸、木材等土特产品。沙溪形

成集市，毗邻地区三县农民商贾赶集逾千。上泸乡土纸业尤为兴盛，收购县南和闽北山区的

原料加工成土纸，远销印度。清代，茶叶、土纸发展成为大宗出口商品，有专门商号经营，仅土

纸一宗年产值便达白银1l万两。民国时期，经济有新的发展。民国19年(1930)开办的坑口

煤矿采用立井机械采煤。27年，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迁驻上饶，东南沿海沦陷地区部分工商

界人士流亡上饶，办厂经商。24年，浙赣铁路全线通车，上(饶)玉(山)、上(饶)广(丰)、上

(饶)横(峰)等公路相继建成，并有电话、电报等通讯设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机械纺

织、机械采煤、火力发电、机械制造等工业，商业也趋繁荣。但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束

缚，国民政府集中财力物力打内战，重税苛捐，横征暴敛，抓兵抢粮，兵匪为患，生产力遭到严

重破坏。上饶解放前，冷水铺、坑El等煤矿停办，县城的工厂倒闭，农村的手工业者歇业，商业

萧条；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连年下降，粮食不能自给。广大人民“半年糠菜半年粮”，鼠疫、霍

乱连年流行，“走徽州”、“走淳安”、“走福建”外出谋生的人，各地都有。

县内的文化教育，也渊远流长。唐代，“茶圣”陆羽(733—804)曾客居城北茶山寺，植茶、

制茶，开上饶茶叶文化之源。乾宁二年(895)，王贞自首中进士，开崇尚教育之风。宋代，朱熹

在南岩开馆讲学，培养了徐元杰、陈文蔚等一批著名文化人士。淳熙九年(1182)，县人在府城

北创办带湖书院；同一时期，县衙创办了儒学，大兴讲学之风。至清末，先后创办过县学、儒学

各1所，带湖、道一、叠山、白石、闻讲、忠礼、桂山、双桂、灵山、信江等书院及御书院lO余所。

自宋至清，上饶有进士158名。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广信中学堂，读书求学者逐渐增

加。民国24年，全县小学生人数达11707名，初中毕业生691人，高中毕业生457人，高等院

校毕业生34人。清末和民国期间，有郭同、林一民、杨维义、李涵三、王绍庚、汪长禄等人出国

留学；国内大学毕业成为专家教授的有陈约翰、方铭竹、郑长聚、余思明等人。

上饶人民敢于斗争，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唐乾符六年(879)，黄巢荆门战败后，转战信

州，县民参军参战。明正统十年(1445)，叶宗留、邓茂七等在县南铜塘山区起义。清顺治、康

熙年间，县民多次举行抗清起义，被清军杀害达23129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上泸村民余

锡旺聚众反对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抗交清廷摊派的战争赔款。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三年

(1864)，太平军石达开部、李秀成部多次转战上饶，县民奋起支援，重创清军。民国17年7

月，上饶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19年成立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全县70％以上地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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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行长达7年的土地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县内共产党人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通过宣慰团、妇救会等合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被国民党囚禁在茅家岭集中营的

共产党人，举行了名震遐迩的茅家岭暴动，冲出牢笼，奔赴抗日前线。民国31年6月，日军侵

扰上饶，城乡人民奋起抗击。解放战争时期，南北山区都有共产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38

年5月3日，人民群众和游击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解放了上饶。上饶进

入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解放初期，上饶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减租、减息，剿匪、反霸斗争，积极筹粮

筹草，支援解放军南下西进作战。1952年，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翻身后

的农民，勤奋耕作，粮食生产连年丰收。1956年，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1958至1959年，组织全县人民兴修水利，先后建成了茗洋、上潭、马眼等一大

批中、小型水库，改善了灌溉条件。同时，积极发展地方工业，开办了一批厂矿，逐步增加了工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但在“大跃进”中提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出现了“瞎指挥”，强迫

命令和无偿平调生产队的劳动力、物资等“左”的错误，影响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60年

后，上饶县、市合并，集中力量发展市区工业，原县辖农村地区，工业毫无进展。1964年，市、

县分开建置，原上饶县的水动力机械厂等一些工业企业划归市管，上饶县的工业必须重新起

步。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上饶县的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建设十年停滞不

前，经济发展缓慢，被列为全国100个贫困县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县政府

从实际出发，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工农

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7．72％。

上饶县经过37年的建设，国民经济水平已有较大提高。1950年，工农业总产值仅

2851．25万元，1986年达到19606．2万元，增长6．87倍。财政收入1952年226．8万元，1986

年达到1182．2万元，增长5．21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50年510．66万元，1986年上升到

10198万元，增长23倍。

上饶是农业县，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一直占主导地位。1950年占83．37％，

1986年占67％。解放前，受封建土地所有制束缚，水利设施差，农业技术落后，广种薄收，产

量不高，粮食不能自给。解放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农业

生产合作社，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改革耕

作制度，使农业生产出现了1950至1953、1955至1957、1979至1986年的三个大发展时期。

尤其是1984年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年，粮食总产达4．74亿斤，改变了历史上缺粮面貌。1978

年以后，农业生产由单一的以粮为纲向多种经营、商品经济转化。1986年，粮食总产3．8：：乞

斤，棉花2472担，麻4575担，油料136927担，茶叶14118担，水果8774担，生猪上调31903

头，淡水鱼39967担。林业生产在农业总产值中占有较大比重。全县活立木总蓄积176万立

方米。1952至1986年累计造林165．19万亩。

县内明、清时期较为发达的民间手工业和民国时期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日

军侵扰上饶和解放前夕的社会动荡中摧毁殆尽。解放后，上饶县工业在仅存几家手工业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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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起步，至1986年形成了以建材、煤炭、电力、造纸、化工为主，门

体系。1952年工业产值474．05万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6．63％。198

6489．20万元，相当于1952年的13．69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3％。有3

固定资产达5051．7万元，有642家乡办工业企业，固定资产达918万元。有彩色电视机、稀

土、水泥等20个主要工业产品，其中，草编工艺产品获1983年国家外贸部荣誉证书，无线沿

条皮鞋列为1985年度江西省优秀新产品，葡萄糖酸一g一内脂为目前国内最优食品添加剂，

电视机外壳、时装、皂素、夏布、白酒、水泥添加剂等，畅销全国各地，有的打入国际市场。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城乡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解放前，县城屋宇栉枇鳞次，街市繁

荣，有“江以东望城”之称。解放后，县城析出成立上饶市，县直机关长期寓驻市内，只能对沙

溪、上泸等集镇进行改造。1976年，省人民政府批准在董团公社旭日大队建新县城。历时10

年，现城区面积达1．9平方公里，建成了旭日、南灵两条主要街道。有电影院、工人俱乐部等

公共设施。每隔20分钟，有公共汽车通往上饶市。沙溪、上泸、郑坊、四十八、皂头、田墩等集

镇，拓宽了街道，相继建成固定商业网点，增设农贸市场，并建有电影院、文化活动中心等设

施。广大农村，新房林立，村道大部分被改成机耕道或简易公路，有商店、煤矿、石灰厂、砖瓦

窑、水泥厂等村办工商企业，有电影放映队、文化室、阅览室、俱乐部等文化设施。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较快。1986年，有幼儿园72所，小学782所，初中

26所，完全中学10所，农业中学4所，小学教师进修学校1所，工农业余初等学校183所，

开办了函授大学和电视大学教学班。已普及了初等教育。1977至1986年共为全国各高等院

校输送新生2263人。有县级科研机构2个，各种科学技术协会10个。科技人员1307人，其

中获初级以上职称的206人。有8项科研成果，其中“白眉”茶的制作获农牧渔业部“金牛

奖”。县城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站、电视差转台、电影院、赣剧团等文化部门设备齐

全。各乡、镇普遍有文化站、文化中心、电影队、业余剧团。全县有医疗卫生机构54个，乡村

医疗网点594个，厂、矿、学校医务室19个，共有医务人员1952人，病床672张。县人民医院

。科室齐全，设备完善，能做脾肾静脉吻合、肝部分切除、输卵管复合等难度大的手术。历史上

遗留的血吸虫病、地甲病已基本控制。有田径场1个，篮球场127个，排球场15个，体育活动

遍及城乡，竞技水平逐年提高。1986年，县体育代表队参加省第七届运动会获金牌1枚，参

加地区第六届运动会，获金牌1l枚。

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城乡人民生活不断提高。1952年财政收入226．8万元，1978年

644．2万元，平均每年递增7．08％。1979年以后，年均递增10．44 oA。1986年达1182．2万

元，为1952年的8．46倍。职工人均年工资，1951年121．25元，1978年496．20元，1986年

1023．97元，为1951年的8．15倍。1978年农民人均年收入142元，1986年298元，增长

109．8 oA。乡镇企业较发达的四十八、田墩、朝阳等乡，农民收入略高于其它地区。茗洋、枫岭

头、高南峰等7个特困乡，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120元。1986年，城乡储蓄总额680C．6万

元；累计建房15981幢，人均住房16．42平方米；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198万元，平均每百户

农民拥有自行车58．57辆，钟表192只，大型家俱251．43件，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等高档

消费品，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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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饶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解放后30多年的建设，

基本上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打下了经济建设加快发展的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县委、县政府为加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制订了全县经济发展规划，确定

建立南灵北路一带为工业开发区；采取从教育入手，年均支拨财政总支出的42．4％为教育

经费的措施，多渠道培养人才，同时采取“请进来”的方法，引进各类建设人才；为实现全方位

开放，引进国内外资金，开展国内外、省内外的科学技术协作，制订鼓励外地单位和个人来县

内兴办企业，鼓励发展“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鼓励港、台同胞投资及对引进资金进行

奖励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

发展上饶经济，虽然存在资金不足、人才缺乏、离沿海和大城市偏远等困难，但有浙赣铁

路、320国道线两条运输大动脉，有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网，有富饶的土地、巨大的水力蕴

藏，丰富的矿藏资源，有初具规模的工业基础，有比较坚实的农业做后盾，有通闺入浙的地理

优势，有与发达地区良好的经济协作关系，有勤劳朴实、勇于开拓进取的71万人民和遍布全

国各地关心家乡建设的各类上饶籍人才，有热爱家乡的侨胞和港澳同胞等有利条件，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全县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定会摘掉贫困县的帽子。一个工业发达、农业

先进、商业兴盛、文化繁荣、环境优美、社会安定、人7民幸福的上饶县，将会跻身于全国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县的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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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6· 上饶县志

大 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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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武德四年(621)

划分弋阳县东境，复置上饶县。

。 武德七年(624)

撤销上饶县，并入弋阳县。

乾元元年(758)

划出饶、建、抚、衢四州部分地区，设立信州；划分弋阳县复置上饶县，为州治；又划上饶

县部分地区，设立永丰县。

始建信州城，周围7里50步，高2丈1尺，宽丈余。

宝应元年(762)

九月，农民起义军首领袁晁率领义军攻陷信州。

广德元年(763)

夏天，袁晁农民起义军被李光弼打败。

元和七年(812)

五月，信州暴雨。

同年，撤销永丰县，设立永丰镇，由上饶县管辖。

乾符五年(878)

三月，黄巢农民起义军攻陷信州。

乾符六年(879)

十一月，黄巢农民起义军再度攻占信州。

乾宁二年(895)

王贞白(字有道)中进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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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皇祜二年(1050)

六月，洪水冲倒信州城墙，淹没官舍民房。

七月，州守张衡修筑信州城墙，中间为子城。周长1里283步，高2丈5尺。

熙宁七年(1074)

永丰镇从上饶县划出，恢复永丰县。

政和年间(11ll一1118)

余尧弼中进士。

建炎三年(1130)

包家场(今茶亭乡包公尖)金矿停采。

绍兴二年(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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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淹没城墙，东北隅以南地带房屋全被冲倒。

宝祜三年(1255)

信州太守陈世昌重修信州城。初设广信、灵山、阑阒、玉溪四门；后设望云、信溪、葛溪、玉

溪、香濠、渌津、春浦、三港Af]。

碑。

读。

景定二年(1261)

八月，谢枋得任信州知府，率部抗御元军。

咸淳十年(1274)

徐直谅奉皇帝诏令在县城北六都明远乡(今煌固乡黄塘村)建御书院，以祀其父徐元杰。

谢枋得战败，信州失守。

兀

至元十二年(1275)

至元十四年(1277)

信州改为信州路，领五县，隶属江浙行中书省。路治上饶。

至元二十二年(1285)

信州太守卢天祥将朱熹著《六经图》分成12幅，120章，镌刻在6块碑石上，称《六经图》

至元二十九年(1292)

划出乾元、永乐--#归铅山县管辖。

延祜年间(1314—1320)

刘光，字自谦，中进士后，建白石书院祀朱文公，又建义塾并购置义田，以助乡里学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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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信州地震。

六月，灵山崩裂。

元统元年(1333)

(后)至元四年(1338)

至正十二年(1352)

二月，红巾军首领徐寿辉率部攻克信州。

至正十九年(1359)

六月，红巾军将领陈友谅率部攻克信州，元江东廉访使伯颜不花的斤战败自尽。

至正二十年(1360)

六月，朱元璋命胡大海攻取信州。信州改为广信府。

至正二十一年(1361)

五月，陈友谅部将李明道率兵攻信州失利，被胡大海所擒，押解建康(今南京)。

明

洪武元年(1368)

修筑信州罗城，围9里20步，高2丈2尺，厚1丈5尺，并于广信、灵山、阒阅、玉溪四门

上建城楼，楼外为月城。

从铅山县划回乾元、永乐两个乡。

洪武二年(136@)

洪武四年(1371)

广信府原隶江浙行中书省，因漕运不便，改属江西行中书省。上饶县随广信府属江西行

中书省。

永乐三年(1405)

大雨，溪流暴涨，信江、饶北河沿岸房舍湮没无数。

宣德七年(1432)

浙江豪民项三等在县南铜塘山以建冶铜炉场为名，聚众万余反抗官府，江西抚按会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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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发生大水，毁坏房屋数百栋，溪流改道，是年大饥。

正统+年(1445)

浙江处州的叶宗留、王能、郑祥四、苍大头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县南，官军被杀无数。

景泰五年(1454)

知府姚公堂在郡城南重建叠山书院，纪念原信州知府谢枋得。

九号，地震，房舍有声。

成化二十年(1484)

弘治年间(1488—1505)

知府王塘建社学四所：一在城隅玄妙观左；一在南隅祥符寺旁；一在西隅官仓巷口；一在

东隅茶山桥西。

正德五年(1510)

冰雹大如鹅卵，捣坏庐舍，折断树木，砸死禽兽，禾稼受灾。

八月，日全食。

正德+年(1516)

正德+四年(1519)

七月，因朱宸濠反叛朝廷，县人娄性之女(宁王朱宸濠之妻)娄妃苦谏，朱宸濠不听，兵败

就擒，娄妃投水自尽。

正德年间(1506—1521)

杨麒，字仁甫，中进士，授工部尚书。曾参与建设芦沟桥。

嘉靖年问(1522—1566)

大学士夏言，卸任后寓居白鸥园(今上饶市信江中路)，以皇上赐金在府城西建闻讲书

院，祀祠朱熹。

嘉靖八年(1529)

大水进城，淹没预备仓及公私庐舍。

嘉靖二+七年(1548)

七月，广东袁三(袁凤)率军进攻上饶，后越过分水关进入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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