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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宜黄县委书记 饶俊达

宜黄县人民政府县长万怀德

新编《宜黄县志》业已定稿待梓，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可

庆可贺!

我国向有“盛世修志’’的传统。本县自明弘治七年至清同治十年，

’先后六修县志，其后中断一百余年。宜黄解放后，四十多年来，全县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继承传

统，编纂新志，记载本县历史的变迁、山川物产、风土人情，使“前

有可稽，后有所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经过拔乱反正，政通人和，经济发展，修志条件成熟。因此，中共宜

黄县委、宜黄县人民政府于1985年5月，决定编纂社会主义的新县志。

本届修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吸取旧志精华，努

力创新。新县志采用新观点j新资料、新方法，全面而准确地反映本

县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融思想性、资料性与科学性于一身，使其成为

。一部具有“存史、资治、教化’’功能的地方文献。
著一代新志，实非易事。本志得以大功告竣，乃群策群力之结果。

一则为县直各单位及乡(镇)领导所重视，尽力为修志提供资料；二

则赖编纂人员艰苦努力，广征博采k精心撰写；三则蒙专家学者悉心

指导，鼎力相助。历经六载，四易其稿，遂成斯志。

藉新志付梓之机，愿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团结奋进，创造更加灿烂的历史。’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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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1

概’’述
宜黄县位于江西省中部偏东、抚州地区南部，地处东经116。01’～116。287、北纬27。03’～

27。43，之间。东连南城、南丰，西接乐安、崇仁，南毗宁都，北靠临川。总面积1944．2平方

公里．三国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分临汝地设县，因县治在宜、黄二水汇合之侧，故名

宜黄。隋、唐问时置时废。北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南唐后主李煜割崇仁县之崇贤、仙

桂、待贤三乡置宜黄场，开宝三年准请升场为县迄今。现设3镇、13乡、10个国营场(所)，

辖151个村民委员会和5个居民委员会、1079个村民小组和14个居民小组。39662户、177843

’人，其中农业户29727户，占总户数的74．9％，农业人口151808人，占总人口的85．4％。县

城凤冈镇北距省会南昌公路里程171公里，距行署驻地抚州市公路里程64公里。

． 宜黄地处武夷山脉与雩山山脉向抚河平原过渡地带。境内以低山丘陵为主，仅东、西二

边缘及中南的部分为中山，山间多狭长河谷小平原，属赣东南中低山丘陵区。地势南高北低，

由东南和西南二翼向北倾斜，从南部山地最高点的军峰山(海拔1760．9米)至北部低丘最低

点曾坊村田撮(海拔约50米)，高差1700多米．宜黄河为主干河流，有宜水、黄水、曹水、梨

水等7条主要支流和集水面积10平方公里以上支流共32条．宜、黄二水同源于县境南部西

华山，沿崇华山两侧纵贯北下，于县城侧汇合而成宜黄河后，经临川注入抚河，全长116公

里，流域面积1983平方公里。。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是本县地貌轮廓的概括。

本县地处华南气候区与华中气候区的过渡地带，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

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农业气候条件比较优越。四季分明，春、秋季维持时间短，

夏，冬季维持时间长，春季多阴雨，夏季高温，多大到暴雨，秋季多晴天少雨，气候干燥，冬

季冷空气活动频繁，常有冰雪和冻雨。

全县有可利用耕地35．66万亩，草地4．25万亩，水域6．94万亩，林业用地226．3万亩。

山间林木繁茂，杉树、马尾松等亚热带52科125种树种在本县都有分布。其中尚有银杏、香

果、栲树等33种优良速生珍贵树种和药材、油料、香料、饮料、淀粉、纤维等原料资源。林

间还有华南虎，云豹、黑麂，蟒蛇等稀有动物。宜黄河独立完整，自成水系，各支流天然落

差大，从无断流现象，具有多目标梯级开发的有利条件，水能蕴藏量达11．78万千瓦，可能

开发量为4．67万千瓦，占蕴藏量的39％。地下有钨、铁、铜、铋、钼、铝、锌和煤等矿藏资

源，其中以铁和钨的储量较富。

境内峰峦层迭，碧水环流，奇峰异景，可供赏游之处不少。县城入口处，左有狮石回澜，

右有凤山耸秀，郊外卓蛉朝曦，有仙人寻师之说，仙岩穿壁，为荆公读书之堂f更有二都石

碧，一山耸峙，南北对穿，如桥架空，《徐霞客游记》中谓之。东西横跨，若飞梁半天，较贵
溪石桥，高与大俱倍之”。四周十八峰，各具神态，世有。十八罗汉拱如来一之说I神岗军峰

山，山冬崖削立，气势磅礴，峰巅有讲经台、炼丹台、净手池等遗址和云洞、风洞、雷洞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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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吐呐烟霞，变幻恍惚，幽遐瑰异。他如东陂岳家庄瀑布，飞溅百余米；棠阴白竹坑倒栽

古杉，历时三百年I更有曹山寺遗址、谭纶墓、司马坊、迎恩塔等人文景观多处，可供旅游

开发。

勤劳朴实的宜黄人民，在1700余年的勤劳耕耘中，不断创造着闪光的业绩。

宜黄的土特产品丰富。历史上夏布闻名遐迩。明代以来，县内遍种苎麻，普织夏布。加

之宜水得天独厚，所漂夏布洁白，邻县所织之布亦多运至棠阴漂晒。宜黄夏布以“细嫩洁白，

刚柔互渗”闻名于世，畅销南昌、九江、上海、武汉，远至朝鲜、日本、新加坡。所产土纸

质地坚韧，是景德镇瓷器包装的上品。民国期间，夏布与土纸均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纪念

奖。他如神岗竹编、君陵薯粉、蓝水黄烟、军峰白茶，均各具特色，有的成为贡品。

宜黄素有“戏乡”之称。明、清期间，弋阳腔、青阳腔、海盐腔、昆腔、西秦腔、三角

班(采茶戏)、京戏、傀儡戏等腔调和剧种，先后在全县流行。其中海盐腔与当时流行之弋阳

腔结合而成的宜黄(古)腔，得到谭纶、汤显祖等人的精心培植，以演《临川四梦》而闻名，

演员一度发展到近千人；西秦腔几经宜黄艺人改革，首创以胡琴为主要伴奏乐器的胡琴腔即

宜黄腔，这种宜黄腔据认为是现今广泛流行于许多剧种中的“二黄”腔之前身。宜黄腔后来，

发展成为宜黄戏，流行于赣东、闽西一带，是江西古老剧种中的一朵名花。由民间小调、歌

舞发展而成的采茶戏，是抚州、吉安采茶戏源头之一。此外，棠阴的花灯，蓝水的盘灯以及

宜黄山歌、禾杠舞、傩舞等民间艺术均有独特的地方色彩。

宜黄的土地还孕育出不少历史名人。如唐代著名高僧本寂，是佛教禅宗五家之一的曹洞’

．宗创始人之一；北宋地理学家、文学家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200卷，为我国地方志划时

代的巨著，保存了祖国大量地理学遗产，九百多年来不断被翻刻印行；水利家侯叔献，是王

安石新法的积极支持者。在任淤田司兼都水监丞期间，溉成良田40万顷，又主持引汴入蔡工

程，造福后代，明代杰出的军事家’兵部尚书谭纶，主持兵事30年，抗倭戍边，屡建奇功，

与戚继光共事齐名，世号。谭戚”；清代名臣黄爵滋，官至刑部左侍郎，素以敢正言直谏著称，

、率先提出严禁鸦片的主张，大力支持林则徐的禁烟活动，并两次亲赴福建督理战备，绘制

《海防图表》，具言战守方略，其诗气韵高雅，力追汉唐，为名流所重；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

吾、爱国将领欧阳琳，均载入史册，传诵后世}现代邹渊、谢贤庆等献身革命，壮烈牺牲；洪

涛、吴允中，吴子牧、吴植椽等革命前辈，担任党、政、军要职，为建立，保卫和建设社会

主义祖国作出巨大贡献；宜黄籍在外地工作的高级技术职称人员50多名，其中著名铁道机械

工程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程孝刚(已故)及著名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余瑞璜、吴式

枢等3人，均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宜黄，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唤醒了宜黄人民，开始接受

并传播马列主义：1926年10月起，北伐军及中共江西区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曾燕堂、钟赤心、

李卓等人来县开展革命工作，发展党员。1927年1月成立中共宜黄小组，4月扩大为支部。从

此，宜黄人民的革命斗争，便纳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1931年8月，中共宜黄县委员

、 会在宁都东韶成立。同年11月，在宁都吴村召开了宜黄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

了宜黄县苏维埃政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先后建立中共区委15个，区苏维埃政府15

个，乡苏维埃政府84个，宜黄成为全红县，属中央苏区的一部分。红军在此进行的各种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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