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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瑞昌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栖息繁衍。自

五代南唐升元三年建县，迄今已有一千零五十年了。 。‘

方志记盛衰。《瑞昌县志》虽有明隆庆及清康熙、雍正、乾隆、’。

同治等几种版本，但迄今又中断了一百余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

的变迁，及时修志纪实，乃历史使命。今逢盛世，适时新修《瑞昌县

志》，以保存历史的真实情况，记载先辈的业迹，反映发展的规律，

启迪后人的思考，实在是顺应民心的好事。
·

’、’

瑞昌地处长江南岸，‘赤湖之滨，山青水秀，资源丰富，交通便

利，人杰地灵，是祖国赣西北大地上一颗闪光的明珠。然而纵观瑞昌

历史，由于所处时代不同，盛衰差异很大。新编《瑞昌县志》，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据实直书，详今略古，主述辛亥革命以后的发展

．变化，适当上溯历史渊源。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天灾人

祸，民不聊生。其间，瑞昌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揭竿而起，打土

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写下了许多可歌

可泣的篇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云开雾散，换了新

天。人们精神得到解放，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瑞昌面貌焕然一新。。文

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搞乱了思想，伤害了感情，破坏了生产，经

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坚持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人们思想解放，开拓进取，工农业生产大发

展，其他各项社会事业欣欣向荣，开创了瑞昌历史的新局面。新志记

，载了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时代的真实状况，经纬有序，详略适度，既8。

不离修志的宗旨，又富有地方特色。

1984年11月，成立瑞昌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组建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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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瑞昌县志
’

‘

纂班子，积近五年的辛勤劳动，编纂了近百万字的巨篇，凝聚了近千

人的心血。《瑞昌县志》纂成之际，正值瑞昌解放四十周年，这是全

县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借此，向新县志编纂人员、参与评审

的专家教授等表示谢忱。同时，寄语瑞昌人民，旅居国内外的瑞昌籍

人，所有关心、热爱瑞昌的社会贤达，望一如既往，化怀念乡土之情

为实际行动，积极为家乡的繁荣昌盛贡献聪明才智，使瑞昌早日鹤立

于全国群县之林。

严春忠

1989年4月9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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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瑞昌县志》，五度春秋，数易其稿，’、终于问世。谨书片，

≯ 言，。权以为序。
、

；’ ．

瑞昌东靠赤湖，北滨长江，交通便利，山灵水秀，人文荟萃。地

表有极为丰富的生物资源，地下有储量数以万吨计的金、银、铜、，铁 。

． 和以亿吨计的非金属矿产资源；还有风景秀丽的青山和景观冠华中华

南的峨嵋溶洞群等旅游资源。瑞昌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

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商、周时期，夏畈铜岭就是颇具规模的采

冶铜基地。迄今为止，该遗址是我国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大

型采矿遗址。瑞昌人民富有革命传统，自五代南唐建县以来，至今一

、 千零五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瑞昌人民反抗强暴斗争前仆后继，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县西部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之一，县东部为赣

北革命根据地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勤劳勇敢的瑞昌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更是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无1

法比拟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

． 民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创新，奋力开拓，国民经济迅速

． 发展，各项事业蒸蒸El上，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日趋富庶：真可

。 谓政通人和，百业俱兴。

． 盛世昌明，’修志乃兴。1984年冬，中共瑞昌县委、县人民政府．

毅然定策，成立编纂机构，调集人员。我和编委会主任严春忠赞襄其

事，义不容辞。1987年5月，我受命主持县政后，更感责任重大，

决心重其事，助其力，竟其业，成其果。

、 修志重在资治。编纂社会主义时代新方志，必须为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编修《瑞昌县志》使我受益非浅，深感主j

： 一县之政，：不仅要认真学习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且要深入了解县



不仅要展望未来，认识现状，而且要借鉴历史。新编《瑞昌县

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瑞昌的历史和

，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县情，探求规律，借鉴历史，正确

，扬长避短，振兴瑞昌；它是一部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经世致

辅治之作，其意义和价值将为更多的人所认识。为政者不仅要重

志，尤其要善于用志。

编纂新县志是一项浩繁的综合工程，中共瑞昌县委、县人民政府

非常重视，及时给予支持和帮助；县志办公室编纂人员不辞艰

忘我笔耕；省、市地方志编委会和在瑞昌工作过的老同志，7对编

作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尤为令人难忘的是1989年3月

评审会，邀请省内外专家、学者和省、市有关领导，济济一堂，

志稿，为《瑞昌县志》殚精竭虑，在此敬表谢忱。

愿全县人民同心同德，开拓前进，书写新的史诗。 。：

冷绪河

1989年7月15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史实，力求在

资治、存吏、教化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记述时限：上限不论，下限止于J9甜年。取事略古详今，重点记述新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史实，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三、全书采用述、记、志、传，谱、图，表、录等形式记述，以志为主

体，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以类系事，以事命题，共分二十五卷，卷下设章、

节、 目。 。． ．

·

四、大事记以蝙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以鳊年体为主，力求纵贯古今，经

纬分明。人物卷分传、谱、表三部分．根据生不立传原则，入传者为有一定社

会影响的已故人物；入谱者为革命烈士和抗日志士；入表者则按照既定标准分

项列出，包括当今健在者在内。有传者不再入谱、表。

．五、7本志资料，凡紧要者均注明出处。原始资料出现矛盾时，取其合理

者；正误是非难辨时，两说并存。

六、时间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采用旧纪年。清以前旧纪年后

括号内阿拉伯数字为公元纪年，加。前”字为公元前。同一节内继续使用同一年

号时，仅在头一个纪年后注明公元纪年，余类推。中华民国纪年以1912年为元

年类推，不括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以公元纪年。．书中出现的。建国

前”、。建国后”系以1949年JD月1 El为界；。解放前”、。解放后”系以民国粥年5

月18日瑞昌县解放时为界。

七、书中纸币名称，除特别注明者外，民国“年至茹年为法币，37年至

解放时为金圃券，解放后为人民币．其中旧人民币数额均按万分之一此例折成

新人民币数额。

八，数字表述：遵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J鲴7年J月1日公布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概述

瑞昌位于江西省北部偏西，长江中游南岸。东邻九江．南接德安、武宁，西毗湖北阳

新，北与湖北广济隔江相望．境内以低山丘陵构造地貌为主，近江、滨湖有小块冲积平原。

幕阜山脉分支的青山、大德山屹立中部，秦山，梅山等屏障西南，构成全县中高周低和西南

高东北低的地形。地表水系亦以青山为分水岭，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流出，分别注入长

江、修河和湖北富水．全县总面积1423．1l平方公里，其中海拔500米以上的低山占

37％，海拔100__500米的丘陵占46％．海拔100米以下的平原占12．3％，水面占4．7％．

县境地处亚热带北缘湿性季风气候区，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热量丰富，无霜期长。、年

平均温度为16．5摄氏度，无霜期254．3天，降雨量1393．6毫米，年平均日照1890．3小时。

但因季风气候影响，南北冷暖气流经常对峙停留，造成水．热的时空分布不均，常有灾害性

天气出现。

瑞昌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生活劳动。春秋战国时，瑞昌地先后属楚，

吴、越，秦属九江郡。汉至唐初，先后为柴桑、寻阳、湓城、浔阳县地。唐建中四年

(783)，设赤乌场。五代南唐升元三年(939)，升场为县，定名瑞昌。民国38年5月瑞昌解

放，隶属九江专区．现为九江市属县，下辖22乡、2镇和3场。1985年底，全县共有

68398户．346094人。其中除147人分别为蒙、回，苗、壮、满、侗、瑶、白、土、土家等

少数民族外，余均为汉族．

县城湓城镇，位于县境东部，是一座有782年历史的古城。现有居民2．了万余人．为全

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境内还有码头街、三眼桥、八里铺、王家铺、莫家铺、范家铺、

乌石街、大畈头．华坊铺等较大的农村集镇。 · ·

．

瑞昌山水秀灵，人文荟萃。唐代大诗人元结爱邑人谦让纯朴。曾寓居凄溪之滨；宋代著

名文学家苏轼留恋境内山水，亦题诗于亭子山石壁。本籍名人，历朝辈出。唐周勃以军功授

御史中丞领兵部尚书事；清文柱以政治廉明升江苏布政使，三护巡抚印；章国录以知县告

休，先后主持端溪书院、白鹿洞书院，悉心训课，文风大振。宋代何天玉、何天金兄弟同榜

中举，程宇、程宙兄弟同科进士，一时传为佳话；清代儒医王日助，医术精湛，名噪一时；

画家程刚中，所绘《庐山图》，康熙皇帝批为。画中能品”；棋坛名将李枢，三战三胜国手于

洪都，被誉为。棋圣”．近现代更是人才济济。清末民初，王恒、邓炎，追随孙中山，献身民

’主革命；徐复初既长教育又善丹青，所画《双鹅》参加巴黎国际画展；曹德三首创匡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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