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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世界进入21世纪之际，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繁荣昌盛，步入世界强国行列，全国人民建

设小康，中华民族开始伟大复兴之时。太平盛世，普天欢庆，而盛世修志，古之常例。在中

央和省、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我县于1999年3月启动此项工作。芦溪县有史以来第

一次修志，实谓艰难，历时7载，今大功垂成，欣喜万分。

治天下者以史为镜，理郡县者以志为鉴。

芦溪，拥芦宣万亩平原沃土之资，藉袁河碧波东注赣水之势，踞武功群山万岭之雄，成

为古代萍乡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之中心。自三国东吴宝鼎二年(267)，划宜西广袤之地，

初始设萍乡县，置县治于芦溪古岗，至唐武德二年(619)，历8朝353年，堪称萍乡之古城，

县治发祥之福地。早在5000多年前，芦溪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已经开始农业种植和制陶

生产，汉朝冶炼铜铁，两晋南北朝盛产稻米，远近闻名，宋朝已有制瓷和煤炭生产，元朝已

有造纸，明朝鞭爆生产已成规模，远销闽粤和东南亚，清朝晚期工商业发展出现股份制公

司企业。芦溪历来重视教育，宋朝大教育家周敦颐在芦溪设书院讲学，成为全省最早的书

院之一。

芦溪人民具有爱国主义的革命传统。清光绪十八年(1892)爆发大安里哥老会反清起

义。1929年至1934年，芦溪大部分地区成为湘赣革命根据地，曾经为中共湘东特别区委

员会(即中共湘赣省委前身)、湘东特别区苏维埃政府(即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前身)驻地，萍

乡县苏维埃政府驻地，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诞生地。毛泽东、卢德铭、彭德怀、王震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浴血奋战。

芦溪资源丰富，气候宜人，交通便利。芦溪人民勤劳智慧，民风纯朴。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热情得到充分发挥，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

事业得到长足发展。20世纪50年代，芦溪农村诞生出全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年

丰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亩产超千斤，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赞扬。东阳村被评为全

国卫生模范村。上埠成为全国十大电瓷生产出口基地之一，产品远销国内外。芦溪镇焰

花产品名扬世界五大洲，香港《大公报》誉芦溪为火箭焰花之乡。芦溪小学被评为全省小

学百面红旗之一。芦溪中学成为全省知名的重点中学。芦溪农民画两度进京办展览会。

工农商学比翼齐飞，各界都有自己的典型代表和英雄人物，有的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国

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芦溪可谓人杰地灵。

通过编修县志，把芦溪的悠久历史和芦溪人民的辉煌业绩记录下来，褒扬前者，激励

后来。《芦溪县志》以大量真实可靠的史料，记叙芦溪建制区划、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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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科技、卫生、民情风俗等各方面情况，一展县情，尽录其中，在资治、存史、教化等

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

手捧此志，自然想到编纂此志的所有编写人员，他们一身正气，满腔热诚，数年板凳，

清苦为荣，广搜博采，斟词酌句，青灯黄卷，著成宏篇，还有的不待县志出版便溘然长逝。

修志诸君，其诚其志其苦其功，不没不忘，省、市专家悉心指导，可尊可敬，谨此致以衷心感

谢和崇高敬意。

《芦溪县志》的出版发行，必将激发全县人民建设美好家乡的宏图大愿，爱我芦溪，兴

我芦溪，芦溪明天更美好。

有幸位职，令笔着墨，以此为序，尚飨读者。

中共芦溪县委书记 宋迪维

芦溪县人民政府县长 刘家富

2005年11月



凡例 3

凡 例

1、本志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本

县范围内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本县志系芦溪县第一部县志。三国时期东吴宝

鼎二年(267)，萍乡初始设县治芦溪古岗，至唐代武德二年(619)迁至萍乡凤凰池，历8朝

353年。新中国成立后，1971年设县级区，1997年撤区设县。本志上限不限，下限至2000

年，详今明古，力求历史地系统地反映芦溪县全貌。

2、本志采用述、记、志、传、表、图、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设概述总揽全书，依次为历

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部类，共15卷58章214节，节以下分目。概述、乡土史略、大

事记、文献辑存等不入卷。

3、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按志书行文规定书写，文字力求简洁朴实，篇目力求简要

系统。

4、地名、区划、机构等，以记事年代的称谓为准。凡约定成俗的简称，第一次出现用全

称，其后，一般均使用简称。

5、历史纪年，用朝代及帝王年号，民国时期用民国年号，并都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6、人物以芦溪籍和在芦溪工作的客籍，又有较大影响的知名人士为主，按生不立传的

原则，已故的入人物传，健在的入人物简介或人物表。

7、统计数据，以统计局资料为依据，统计局没有的则采用其他资料。

8、各类资料的主要来源：一是来自市、县档案馆、图书馆和各乡镇、县直各部门档案室

的档案资料；二是来自各乡镇、各部门编写的专志或史料；三是编辑人员深入社会民间与

各类人士座谈访问的调查材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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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芦溪，萍乡初始置县治于兹，历史悠久。

境内，武功山雄伟挺拔在南，银凤岭青山翠绿于北，南北之间，大地广阔。玉女峰居中，似仙女散花，

播洒着幸福的甘露和丰收的种子。清清的袁河水，围绕着玉女峰四周肥沃的土地，浇灌着丰收的果实。

这里就是萍乡市一块古老而又神奇，富庶而又美丽的地方——芦溪县。

据《江西省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载：古代，袁水的源流河称芦溪。以河名为地名，这就是芦溪

地名的由来。

古代，境内多生萍草，《元和郡县志》载：“以地多生萍草，因以为名”，萍乡初始建县治于此，这就是萍

乡称谓的来历。

芦溪县位于江西省西部，萍乡市东部。北纬27。25’至27。47’，东经113。507至114017’。东起万龙明月

山，南及长丰八洞观，西至萍水碧湖潭，北抵银凤金鸡岭，总面积967．86平方公里。东邻宜春市，南毗莲

花、安福2县，西接安源、湘东2区，北连上栗县。

全县辖芦溪、宣风、上埠、南坑、银河5镇，源南、长丰、张佳坊、新泉、麻田、华云、万龙山7乡，180个

行政村，20个居民委员会。2000年人口28万，汉族为主，还有蒙古、回、畲、壮、彝、苗、维吾尔、土家、朝

鲜、侗、黎、满、布依、藏、瑶等21个少数民族，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89人。县人民政府驻地芦溪镇，距

萍乡市城区22公里，距省会南昌260公里。

远在5万年前，芦溪生存着许多古代动物，生长着许多古代植物。

距今50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先人已经在芦溪大地上生产劳动，繁衍生息。

春秋时期，芦溪属吴。战国时期，芦溪属楚。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芦溪属长沙郡。西汉时

期，分天下为12州，芦溪属扬州豫章郡宜春县。三国时期，芦溪属吴国，东吴宝鼎二年(267)，吴国国君

乌程侯孙皓，将宜春西部的广袤之地划出，设立萍乡县，置县治于芦溪古岗(现芦溪镇古城村)。芦溪成

为萍乡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之中心，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等朝代，唐武德二年(619)，

县城迁到现萍乡市城区凤凰池。芦溪作为萍乡历史上的早期县城，经8个朝代353年。县城搬迁之后，

在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时期，芦溪仍然不失萍乡县的重要经济文化地区的地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芦溪属萍乡县。1960年，萍乡撤县设市，芦溪属萍乡市。1970年萍乡市为

省直辖。翌年，芦溪设市辖区，为萍乡市芦溪区。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芦溪撤区设县，为江西省芦溪

县，隶属萍乡市管辖。

县人民政府驻地芦溪镇是一个具有1700多年的历史古镇，也是萍乡市最古老的县城，有“萍乡古

城”之称。

全县地处罗霄山脉北段，以山地丘陵地形为主。“七分山岭分半田，分半水面和庄园”是全县地貌轮

廓的大体概括。南部为山地，北部和西部为丘陵，中部并向东北延伸的是袁河河谷平源。武功山北麓山

地自东向西纵横全县整个南部大地。其中白鹤峰，又称金顶，海拔1918．3米，是芦溪县内也是萍乡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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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山峰。县境之内海拔最低点位于县境东北银河镇江架台的袁河岸边，海拔108米。

银河镇银凤岭——源南乡上山、上桐木——芦溪镇葛溪、松友——上埠镇许家坊、鸭塘、钟家源——

张佳坊乡李家坊、湾田一线，地形隆起，两边分别向东西方向倾斜，构成“一大--4,”的东西两个方向的水

系，即赣江水系和湘江水系。故古人有“芦水东奔彭蠡浪，萍川西注洞庭波”的诗句。袁河是全县的主要

河流，发源于武功山，经山口岩出山后，向东流去，两岸一马平川，随河伸展，形成全县也是萍乡市最大的

河谷平源。袁河及其支流，流经全县10个乡镇，东汇赣江。县境内的萍水河支流有2条，分别发源于武

功山脉的花轿顶和佛岭下，流经境内4个乡镇，朝西北流入萍水，西汇湘江。

全县地处北温带，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气

温17．2。C，平均最高气温22．2。C，极端最高气温40．1℃，平均最低气温13．5℃，极端最低温度为

一10．2。C。年均降水量为1665．4毫米，年均水蒸发量为1319毫米，年均无霜期270天，年均日照时间

1500—1600,'．b时，年均相对湿度为82％。

地下矿藏资源丰富。境内初步探明，有瓷土、石灰石、煤炭、石英砂、花岗岩、铁、钨、金、铅、滑石等

10多种矿产，其中瓷土、石英砂等储量丰富。

地表资源十分富饶。袁河两岸平原，土质肥沃，拥有萍乡地区最大的万亩垅，堪称“萍乡粮仓”。广

阔的丘陵，旱土片片，种植着多种经济作物和瓜果蔬菜。全县山岭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70％。森林茂

密，树木种类以阔叶林、针叶林为主。水力资源充沛，袁水发源于武功山，流经麻田、华云、万龙山、张佳

坊、新泉等山区乡和上埠、芦溪、宣风、银河等镇。萍水河支流发源于武功山，流经长丰、张佳坊2乡和上

埠、南坑2镇。两水系流经的大部分地段，河陡水急，水流落差大，水力资源丰富，小水电站星罗棋布。

境内交通方便，浙赣铁路、沪瑞高速公路和“320”国道平行地横贯全县东西，“319”国道纵行境内南

北。县乡公路中，由芦溪经聂家店、新泉、万龙山至宣风路段，芦溪经上埠至南坑路段，芦溪至武功山路

段，都已经修成水泥路或沥清油路。全县基本上实现村村通公路。信息畅通便捷，全县开通光缆通信、

万门数字程控自动电话交换机、移动通信系统和因特网系统，同时还在宣风、上埠、大安、南坑等地各设

立数千门数字程控自动电话交换机，电话已经走进农家小院和城镇居民百姓家庭。电视网站覆盖全县

城乡，有线电视遍布城乡主要乡镇。

旅游资源独具风格。武功山的自然风光，美不胜收，北接匡庐，南连衡岳，得天独厚，山重峦叠，峰奇

岩险，林深壑幽，泉秀瀑美。武功山是道教名山，脚庵、中庵、顶庵、石鼓庵，均是千年古庵，留下许多美丽

的传说。明月湖位于县境西南，1968年拦河筑坝人工修成的高峡平湖，水面开阔，碧波荡漾，四周山高

林密，树木参天，偶而装点山间别墅，如入人间仙境。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烈士纪念碑和雕像位于袁

水出山的兵家必争之地山口岩，碑上刻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谋长杨得志题写的碑名和萍乡市人民

政府撰写的碑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县域之内的广大南部山区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麻田乡是萍乡县苏维埃政府诞生地和驻地，湘东特别区苏维埃政府(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前身)驻

地，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的诞生地。长丰乡是中共湘东特别区委员会(中共湘赣省委员会前身)的

驻地。县人参加红军2200余人，其中1000余人为革命牺牲。涌现出许许多多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救

国救民的英雄和英雄的故事。上述地方都成为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此外还有明月山、玉女峰、禅台

山、圣冈寺、登冈山、兴文塔，都是值得揽胜的人文景观。

(四)

新中国成立以前，芦溪尽管在地理上有着袁河两岸广阔而肥沃的平原，一望无边的青山绿水，历史

上有着“萍乡粮仓”的美誉，但是，由于长期处于低生产力水平的封建社会特点的农业经济状态。官僚、

地主和工商界占有农村大量的土地，广大农民则租佃土地，日出而作，落而息，在低微的农业收获中，过

着艰难困苦的生活，社会发展迟缓。然而，芦溪毕竟历史悠久，自然资源丰富，以手工业作坊为主的工商

业经济发展起步较早，明清时期，鞭爆业已有相当规模，陶瓷行业产品行销国内外。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全县的国民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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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至1956年，全县开展土地改革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各行各业

得到长足的发展。农业方面，广大农民分得土地之后，率萍乡县和袁州地区之先，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

积极发展生产，涌现出江西省第一个水稻平均亩产超千斤的互助组，接着，先后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手工业方面，通过

组织起来的方式，各行各业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立公私合

营商业。国有工业企业兴起，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设备，发展生产。萍乡电瓷厂，通过国家投资、技

术引进，成为全国电瓷行业十大厂家之一，具有相当规模和生产能力。

1957年至1978年，先后受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运动等一

连串的“左”的思想和自然灾害的干扰，造成严重损失，致使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缓慢。但是，全县

人民始终坚定一个信念：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建设祖国。广大农民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断改良优

化水稻品种，科学种田，增加粮食产量。广大工矿企业职工革新技术，革新产品，发展生产，电瓷、机床，

焰花等产品走出国门，远销世界。同时，乡镇企业不断扩大规模，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支柱。

1978年以后，遵照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针政策，对经济体制进行

全面改革。尤其是1982年开始，全县农村推行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断调整农业

产业产品结构，农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4年开始，国家全面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全县工商

企业，在改革中摸索，在改革中发展，在改革中前进，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县域工商企业

发展的道路。全县工商企业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各种

不同所有制工商企业迅猛发展。全县陶瓷、鞭爆焰花、水泥三大传统产业得到较大的发展。陶瓷生产以

民营企业为主体，产品畅销国内外，成为全国电瓷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鞭爆焰花，不断扩大出VI，创新

产品，名震世界。90年代，城镇建设，面貌一新。县城旧貌换新颜，以人民路为轴心，向东西延伸，南北

拓展，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城区服务设施，日益完备，商业繁荣。同时，宣风、上埠、南坑、新泉等农村集镇

街区建设发展，工农业产品购销两旺。

(五)

芦溪历来重视教育。北宋庆历元年(1041)，宋代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在芦溪设濂溪书院讲学，成为江

西省最早的书院之一。明代天启元年(1621)，麻田乡林氏宗祠创办萍乡市最早的私塾。清代光绪二十

七年(1901)，在清代著名人士文廷式的倡导下进行教育改革，率先将濂溪书院改办为濂溪高等小学堂，

成为全省最早的小学校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全县教育事业蓬勃发展，1985年，全县实现普及小学义务

教育，1996年，全县实现普及初中义务教育。芦溪小学被评选为全省小学教育百面红旗之一、全国少先

队百个“红花集体”之一，芦溪中学被列为全省第一批重点中学之一，全县涌现出一批全国优秀教师、优

秀班主任。

芦溪县积极开展、推广科学技术研究。尤其是农业科学技术方面，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革耕

作技术，不断更新优良品种。年丰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易瑞生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当选为第一、

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芦溪县农科所高级农艺师钱怀璞，三十年如一日进行水稻育种，科研

成绩显著，评为省十大科技明星之一、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同时，先后派

出农技人员参加中国水稻种植援外专家组，前往非洲苏丹、冈比亚等国家推广水稻种植技术，获得成功。

焰花工艺是芦溪县的传统工艺，焰花工艺科研人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不断革新工艺、创新产品，受

到国际市场欢迎，1964年，芦溪因之被外商誉为“火箭焰花之乡”，1988年，芦溪又以焰花新产品在欧洲

参加世界焰花节，获集体二等奖，再度名震国际焰花市场。电瓷产品不断创新，生产高压、超高压电瓷产

品，多次获得科技成果开发革新奖项。

芦溪县文化艺术、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农民画二度进京展出，多幅农民画收藏于国家画库。由文化

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画乡”。群众文艺演出普遍开展，不断提高表演艺术水平，先后出席全省农民业

余会演、职工业余会演、小学生业余会演。每年元宵节，灯彩盛会，龙灯狂舞，尤以古城索龙，堪称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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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袁河龙舟赛，奋力破浪，力争上游。国庆节，篮球比赛，热闹非凡。老年人体育活动悄然兴起，生

气勃勃。

芦溪县人民历来有讲卫生爱清洁的良好习惯，经常性地开展爱国卫生活动，保持优美的生活环境。

1958年，东阳村被评为全国卫生模范村。全县有县级卫生医疗单位4所，农村中心卫生院4所，农村卫

生院6所，各行政村普遍设立农村医疗所。

※ ※ ※ ※

展望未来，前程似锦。全县人民正以极大的热情，雄伟的步伐，迈入21世纪，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而勤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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