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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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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高僧、佛教禅宗七祖行思

南宋宝格丙辰科状元、文学家、

民族英雄文天祥

明代内阁首辅、台阁体诗派创始人

杨士奇

人文套萃

南宋宰相、文学家周必大

南宋文学家、诗人、

诚斋体诗派创始人杨万里

明代大臣、翰林学士兼有春坊大学士解绪 由解绪主修的闻名世界的古代大型类书《永乐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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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套萃

中共吉安党组织创建者之一

曾延生

大革命时期吉安工人运动领袖

梁一清

毛泽东、贺子珍夫妇在延安合影

万安暴动主要领导人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 中共六大代表张世熙

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

红五军第五纵队司令员王佐

"江西革命三杰"之一

万安暴动主要领导者曾天宇

赣同农民1"1 卫军副总指挥

虹四军参谋民袁文才

新111 罔芮任门:两省委书记

|冻正人 、 彭儒夫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人文套萃

爱同民主人士、丰t会前动家罗隆基 巾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左起)章伯钧、沈钧儒、罗隆基( 1 9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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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同民主人上、 rr同现代史上

"七君子"之一王造n.t

现代政治学家r:f.f公权及其著作

现代教育家罗俐之 1935 年在英同牛津参加世界教育会议的罗炳之(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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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爱国诗人王礼锡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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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史学家、钱币学家彭信威



人文套萃

巾共中央军委纪委书记

巾纪委常委兼解放军总政治部

副主任郭林祥上将

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王辉球中将

中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刘西元中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

铁道兵第二政治委员旷伏兆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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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兼

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兼新EI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王恩茂中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匡裕民中将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兼海军政委李作鹏中将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中将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五军军长

兼军政治委员 、 河北省军区司令员

王道邦中将-

中同民航总局局长朱辉照中将

文化部代理部辰、济南军区

第一政治委员肖望东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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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

兼空军学院院民吴富善中将



同务院副总理、中同人民解放军

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 I-þ将

中同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

指挥部司令员周彪中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梁必业巾将

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彭嘉庆巾将

巾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 成都军区

政治委员张同华叶 I将

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袁升平中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军长

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小将

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 、 石家庄高级

陆军学校政治委员蔡顺礼巾将

人文套萃

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周贯五中将

成都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中将

中同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

政治委员彭林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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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套萃

中同科学院院士、冉医学家盛彤笙 '1'同科学院院士、中同地震学奠基人刘恢先

巾同科学院院士、数学家王梓坤

2008年门月王梓纣l院士携夫人参观向鸳洲中学

中同丁-程院院士、桥梁丁.程专家曾庆元 巾同科学院院士、无机化学家黄春辉

6 



天文学家熊大闰在紫金山天文fT

天文望远镜聚集折射点采集火种

点燃"不|技进步之火"火炬

人文套萃

中罔科学院院士、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

中同月球探测丁.程首席科学家欧阳向远

巾国科学院院士、了程热物理专家徐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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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套萃

曾山父亲曾采芹烈士

1961年4月 l 日 ，中共中央委员曾山

在奥地利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

宣读中共中央的贺词

曾山亲自写的对联"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

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

曾山母亲康春玉

1964年5月，毛泽东(左三 )接见由肯尼亚奥廷加部长率领的

肯尼亚政府代表闭，陈毅(左一 )、曾山(右二 )等陪同接见

解放初期，曾山、邓六金夫妇在上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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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人杰i地也灵，文化灿烂，英才才‘辈出，被;誉营为"江陶塑君割郡ß

一个地方获得显赫的名声，或得之丁于.人，或得之于文，或得之于事，或得之于物 O 宙安所以闻名遐

迎，得之于这里历代涌现的许多杰出的志士仁人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唐代，佛教禅宗φ七祖行思，音乐家许和子;宋代，农学家曾安止，天文科学家曾名瞻，宰相、文学家周

必大，制瓷大师舒翁、舒挤父女;明代，探险家、旅行家和外交家陈诚，理学大师罗钦顺，地理学家罗洪先，

人力耕地机的发明者欧阳必进，原木材积计算表龙泉码发明者郭维经， t址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永

乐大典》的总设计师、江南才子解婿等人，他们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作出了贡献。

吉安人民自古崇尚教子读书，他们含辛茹苦培育出…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据清光绪《江西通志》和

此前各县旧志及新编各县(市)志等有关资料记载，唐至清代，古安进士多达 2788 人，占全省进士 10674

人的 26.1% ，约占全省网分之一强。古安甲科进士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名次上也是长期届全省乃至全

国的前茅。明建文二年(1400)殿试，吉水县胡广考中状元、市7Jc县王民考中愣眼、古安县李贵考中探花，

进士前三名均为古安人O 本乐二年(1404 )殿试，甲科进士前 7 名亦俱为古安人。这些人考中进士后，

20 人、尚书 90 人 ，hS iI阴第…;六品以上职官 902 人。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五黑三状元、一门三

进士、隔河两都常、百步两尚书、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的佳话。

古安，是滋润代代文明、造就葳桂英才的宝地。民族英雄文天样的"人生自古谁兀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名句中体现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为后人树立了…座不朽的丰碑。不良延杖、革职而向!革命帝进i柬，

劝其节民力、谨嗜欲、勤正事的李时勉;正气凛然，不摆强暴，请斩秦始、力主抗余的胡钝;忠义节烈的欧

阳陶、杨邦义等人，他们的刚直耿介，影响深远，成为古安人的一种优良传统。古安，人才多，节义高，文

章好。"唐宋八大家"之一、文坛宗师欧阳修，南宋四大诗家之→、诚斋体创造人杨万里，半派词人刘过，

著名爱国词人刘辰翁，明代台|萄体诗派盟主杨士奇，西江派诗人刘秘等人，他们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

占有很高的地位。

尤其让吉安人自豪的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这块红色土地 t又哺育出邹努、罗石冰、袁玉冰、曾天字、张世熙、曾延生、袁文才

佐、曾山、贺子珍、康克清等一大批功绩卓著的革命家。吉安籍的 49267 名烈士彪炳史册，他们为巾因革

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觉献和牺牲，革命英烈之多，在江西居第二。

据考证，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杨尚昆的祖籍都是古安。中国共产党第

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曾庆红是省安县永和镇锦原村人。 1955 - 2000 

有 176 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占全省将军总数的 54% ，居江西第户叫。据征集的

资料统计，古安有已故的省、部、军级干部 86 人，健在的副省、部、军级以上干部 71 人。还有众多的青安

人在科学、技术、文化等各个领域创造出了非凡业绩，有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 9 名;兽医学家盛彤缆、

地震工程学家刘恢先、数学家王梓坤、化学家游效增、无机化学家黄春辉、天文学家熊大闰、桥梁工程学

家曾庆元、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欧阳自远、工程热物理学家徐建中等，都是古安人，他们都在各自领域

中做出了卓越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吉安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科技人员有 116 人，正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人员 1400 人，博士 709 人，荣获国家级表彰的先进、模范人物有 70 人。

综观古今，干余年间相当数量的古安人，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中产生过

重大的影响。今北京中华世纪坛，概括了中华民族从孕育、启蒙到成长、发展的历史过程，其中记载了 17

项古安籍历史文化名人的主要业绩，显示了庐陵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古代，进士多，宰相、尚

书多;现代，革命英烈多，解放年将车多。当今古安籍人才不仅分布全国，而且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改

革开放以后，古安籍的在美、英、法、德、日、加等发达国家留学和工作的人数大增，他们有的在海外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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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有的归来报效祖国 c

第

本章所i己人物以本籍为主、正由人物为主、现~代人物为主，也1&录了数名在市安活动的有较大影

响， \It绩卓著者。编3在{专略 582 人，其巾收录古代重阻名宦 108 人(宰辅 20 人、尚书 53 人、其他职 35

人) ，殿试;英才 38 人(状元 13 人、榜眼 12 人、探花 13 人) ，古代其他人物 76 人，革命英烈的人，国民党将

25 人Ct~将 1 人、中将 10 人、少将 14 人) ，人民解放军将军 109 人(中将 12 人、少将 97 人) ，副省、部、

军级以 t人物 86 人，现当代其他人物 75 人。文字的多寡则根据实际需要和掌握资料多少而定。按卒年

排序，丰、年相同者按 Ij二年排列，生卒年不清者，按传主生活的朝代为序。

第一节重臣名宙

宰辅

刘畜

刘言(889 - 953) 五代时古州|庐陵(今古安县)人。刘育所处的时代是动乱的五代十国，是各地诸

侯割据的时代。虽然他参加 r数次考试，但结果都名格孙山心

庸天复三年(903 )五月，北方强权朱全忠进攻人关，从凤翔节度使学茂贞手中夺得唐昭宗，控制

未全忠柏:帝后，马殷被封为楚王 ω 马殷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广招问方宾客。此时，正好刘

言来到湖南一带，他通过别人的引见前往诵拜马股。;在给马殷讲述《春秋》时，既通俗易懂，又生动形象.

而且还联系了现实军事问题，深受马股的赏识ρ 马殷见刘言是个有智有谋、通达事务的人，立即任用他

为馆驿巡官，让他负责起草奏章、橄文等工作，并参与出谋划策。文IJ言随马殷东征西讨，逐步成为马殷壮

大势力、上台执政的得力谋士。

后梁开平元年(907) ，朱全忠i召令马股与刑|丰j割据势力高季昌讨伐郎州(今湖南常德)富彦恭。乾化

三年(913) ，朱友贞发动兵变，推翻了朱灰吨，即位当了后梁皇帝，是为末帝。不久，晋军长驱南下，后梁

京城开封形势危急。:Jtî忠三年(923 )十月，晋军政 f开封，梁末帝命侍:日杀死自己。后梁灭亡后，马殷失

去了后台。在此紧要关头，马殷召集谋士商讨对策。文IJ言根据当时形势谈了自己的看法:从我军的兵力

和其他国的情况来说，我军处于劣势，只有投靠后庸才能保存我军势力，因为后唐处于上升时期

势力较强。吴国一百把我军视为敌方，不能投靠吴国。马殷昕了刘富的分析，立刻大奋，并即投靠于后

腾。天成二年(927) , Ib殷受后唐册封为楚国主，正式建立楚国，设置自宫。刘言被任命为辰州(今湖南

yJL陵)刺史。他晓勇善战，深得民心。

三年，吴国又派将领苗琐、王彦章等率水军万人进犯岳州，马殷命许德勋为帅率战舰干艘抵御

于涧!起湖中的君山之下。结果，把吴军打得大败。

马殷自封为楚王后，生活起了变化，妻妾众多，生有 30 多个儿子，摘庶无别，个个骄奢。当时，刘育

和许德勋都料到，马氏诸子日后必定会为了争夺王位而互相残杀。刘言和许德勋也劝i柬马殷应早定太

子，免得以后发生王位之争。不久，马殷突然病死。马殷死后，马氏诸子的争位闹剧愈演愈烈，终于爆发

了内乱。此时王违推荐刘言即投靠后晋，后背命他为帅。后汉天福卡二年(947) ，后背灭亡，文IJ奇又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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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罔。

哭}II员义二年(922) ，时任吴国宰相的宋齐丘大胆提出赋脱改革，发展农业，深受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不到十年，吴国民富国强。随后，吴国的大权带到李界子!t!.，他在金陵称帝，建立南庸。李弃在位期间，

在处理与别国关系方面，仍继续实行吴国的保境安民政策。

南唐保大元年(943 )李琛即位后，一反其父李界的保境安民政策，多次对外用兵。此时，楚国内乱连

年。保大九年，南唐出兵消灭了班回马氏政权。楚国马氏政权虽然被南唐消灭，但楚罔仍然存在，许多

州还与自庸对抗。其中辰州刺史刘言占据郎州与南唐抗衡。刘言凭借自己的智谋和正确的指挥，打败

了商店的军队，使南唐尽失湖南之地。

后周广Ii田二年 (952) ，刘言派王淫、周行逢攻打潭州、I (今湖南长沙) ，商店军队又大败，刘育收复了楚

国马氏在南岭以北的故地。不久，南唐又派兵进改楚因。楚国闷在马殷去世后，马氏诸于争位内乱，大

，加上刘育与南唐多次交战，兵员伤亡较大，补员不足，新兵又缺乏正规训练，所以，楚固与自

唐一交战{更大败，大难不死的刘i=i只好带着剩 F的残兵奉衷于后用。

广}ilYi元年 (951) ，后汉枢密副使郭戚，建立后周，是为周太祖。周太视为扩充势力，巩固政权，一方面

笼络人心，一方面广招良材。正好楚因被南唐消灭，刘言依附后周。广}I因三年( 1953) ，用太祖任命刘言

为同平章事、郎州大都督，充武平牢节度使制置武安(驻长沙)、静江(驻桂林)等2军事。同年，曾经推荐

刘商投靠后背为帅的王法，不甘心做刘奇的部下，j接举兵袭击刘言，刘言没有任何准备，兵败被杀，终年

64 岁。

宋齐丘

宋齐f王(887 - 959) 宇子白，一字扭凹，号九华先生，原赣南唐庐陵(今古安县)人，随父移居棋州

(今南昌)。父亲宋诚为洪州刺史。早年经历颇为坎坷，父亲去世很早，他依靠父亲的上司生活。不久，

母亲也去世了 L 为难之时，幸好一性魏的娼妓在升州(吴国都城，今南京市)把他收留 D 宋齐f王好学、二E

文、普术撤，尤喜纵横长短之说，有理政之才。]i代吴罔杨博大和三年 (931) 任有仆射、中书侍郎、间平

夭茄九年(912) ，吴国权ê徐温的养子徐如话(后为南唐烈祖李界)被任命为升州刺史。徐如i告为发

展自己的势力，改变旧习，选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土人。宋齐丘通过别人寻|见前往i国拜，结果大受徐

知话的赏识，把他辟为推官。界元元年(937)任命他为左Zß相;保大元年 (943 )授为太保兼中书令;保大

五年出任镇南节度使。他凭着多谋善变，逐渐成为徐知谐壮大势力、上台执政后的得力谋士。政治上，

帮助他扩大势力，自成系统，用缓进方式，不用武力，避免震动，逐步取代吴杨政权，建立学氏政权。对北

方强敌， ì堕守边境，不惹事端。对周围越、闽、楚、汉诸国，息兵罢战，和平相处，以便保境安民。并致力于

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加国力，巩固统治。经济上，提出赋税改革，废除了丁口税，减轻农民负担，避免人口

逃亡，颇具远见。原来吴国的田税是按商征收现钱，又有按人头征收丁口钱，因钱重物轻，百姓极为不

满。宋齐认为，钱非从事农桑所能宣接获得，征收现钱等于教民弃本逐末，因而建议免除丁口钱，因税

改为征收谷自绢等实物，交纳时按自于市价三四倍折算。此议 d出，朝臣姊纷反对，认为如此将会使国

家的收入每年损失亿万。宋齐丘力排众议，劝徐知话实行。于是徐知情把它作为"劝农之上策"颁行全

国。不到 10 年，吴国野无闲田，桑元隙地，民富国强，为南唐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进…步跑过北方真定了

基础。徐知i告争得了民心，威望与日俱增。文化上，宋齐丘重视教育，创办金陵国学和庐山国学(即白鹿

洞书院)。南唐君臣都再爱诗词、音乐、绘画，名家辈出，影响所及，江南文风另鉴于五代各国。

吴国先后经历了 46 年，宋齐丘任吴国宰相参政 29 年，仕途似无坎坷。南唐先后经历了 39 年，宋齐

丘在南唐仕途不}I顷，几度被贬。官场中的冷暖，统治者的随心所欲，关系到宋齐丘的命运c 他厌恶当时

官场的虚伪和恶浊，终于在后周显德年间辞职回家，晚年隐居九华山。

后周显德六年(959) 释，宋齐丘含恨在九华山自辙而死，终年 72 岁，被i益为"丑缪"。宋齐丘是个才

干过人，多谋善变的宰相，他在位期间以不得实权，心怀不平。在辅佐吴国、南庸的 30 年中，多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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