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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祁门乡镇简志>定稿付梓之际，县志办公室嘱序于我，却之不

恭，聊书数语，权以应命。

祁门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山区县。全县18．5万人口．有15万人在

农村；2257平方公里土地，88％以上是山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农业不兴，祁门不可能兴；农民不富，祁门不可能富；农村不稳。祁

门不可能稳。这是祁门最基本的县情．也是最明白的道理。县志办的

同志在新编‘祁f1县志>出版后。将注意力转向农村，继编纂了‘祁山

镇志>之后。又将全县25个乡镇汇编一书．编修了<祁门乡镇简志>，

为我们认识和研究祁门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了一份详实而珍责

的地情资料，这是本书的价值所在．是修志工作者为祁门的两个文明

建设作出的又一贡献。

古代知县交接有两件事，一是交大印，二是交县志。大印是权力

的象征。而县志是辅治之书，尤受新任者的重视。我1999年元月来祁

门工作。披阅新编‘祁门县志>。对祁门的历史沿革、政治风云、经济发

展、文教兴衰、人事更替、民情演化．大致了了．受益匪浅。古人云：

“话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主一县一乡之政，不仅要

认真学习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且要深入了解县情乡情；不仅要认识

县、乡的现状，而且要熟悉和借鉴县、乡的历史。不了解一方之史，安

为一方之政?几十年来，我们在经济发展上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

路，取得了无愧于历史的业绩，也有过使人痛心的失误。历史经验告

诉我们，许多闪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地情的不够透彻了解。要减少

失误。必须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掌握客观规律，克服经验主义，从本地

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决策。决策是以研究为前提的，研究必须充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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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占有资料。即将面世的<祁门乡镇简志>和已经印行的<祁门县

志>、<祁门通)、<祁门古今人物辞典>就是一个浓缩的资料库，它应该

成为县乡两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工具书。企望各级干部能

置于案头，备于身旁，经常翻阅细研，从中得到启迪和借鉴，在历史的

新征程中，继往开来．开拓进取，以更昭著的业绩，谱写新篇章，载入

新史册。

“几页文章看似浅。事非经过不知难。”一年来，县志办的同志在

简陋的条件下，克难而进，广收博采，殚精竭虑，伏案笔耕，恪尽厥职，

无私奉献。为方志园地增一奇葩。各乡镇在资料和经费上积极支持．

鼎力相助。趣成此一盛举．向建国50周年献上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厚

礼。在此，谨向躬耕不辍的修志工作者、各乡镇的领导和参与其事的

全体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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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县人民政府县长 覃金平

199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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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按现时行政区划，以乡镇为单位，分篇记述各乡镇的历

史和现状。追溯历史，上限不定；记述现状，下限为1997年，部分内容

延至本书搁笔之时。

二、乡镇简志。难以求全。各乡镇下设地理、经济、文化、景观、人

物5目。为避免雷同，各乡镇机构设置、干部配备等有关内容从略。

首列“祁门概说”，以统摄全书。

三、经济部分的记述，一般以现行区划基本确定的1961年为上

限，以改革开放的20年为重点，少数具有地方特色的内容简述其发

展概况。

四、人物部分收录对象：①古代从七品以上官员；②举人和进士；

③民国时期军政官员；④革命烈士；⑤解放后县处副职以上党政军领

导干部；⑥拥有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含社会科学)；⑦省级以上劳模

和全国先进荣誉称号获得者；⑧解放后历任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

⑨当地富有名望者。

五、乡镇党组织，解放初期及以后的一段时问内称支部或总支。

乡镇行政机构名称几经变更，1956年10月至1958年10月称人民

委员会，1961年10月至1966年和1976年10月至1982年6月称公

社管理委员会，1968年至1982年6月称公社革命委员会。其余时间

称人民政府。灯塔、乔山、柏溪、横联、赤岭、雷湖在1994年至1995年

称办事处。其负责人或称乡(镇)长：或称主任，不一一说明。

六、性别比例以女性为100。人口年龄段划分，O～14岁为少年儿

童，15--64岁为成年，65岁以上为老年。

七、本书纪年，封建王朝用帝王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

以后用公元纪年。



八、乡镇土地面积及占金县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系采用1994

年土地评查变更资料，与全县实际土地面积2220．73平方公里计算

所得。<祁门概说>中的全县土地总面积仍用习惯使用的“2257平方

公里”。各乡镇地域长、宽及至县城距离为直线距离。经济作物播种

面积和产量除祁山镇外。其他乡镇均不含蔬菜。森林资源采用1992

年第三次森林资源设计调查数据。其它数字出自<祁门县国民经济

统计资料)和各乡镇提供的资料。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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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概说

f，一、＼ ，

- 祁门具有悠久的历史。

^ 祁门人生活的这块陆地，属原始江南古陆，在距今约18—6亿年
’ 的震旦纪的地壳褶皱运动中诞生。

．．． 早在奴隶社会时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就已开始从事种
’- 植业和采掘业的生产了。历史学家李则刚据1959年屯溪西周古墓发

． 掘出大批原始瓷器一事推测：“这里距离以出陶土著名的祁门很近，

在西周时代，这里劳动人民很可能就取祁门优质陶土为原料。”((安

徽历史述要))假若此说成立，祁门瓷土的开采可上溯到西周时期，祁

门已具有两干多年的文明史。

据史籍记载，祁门早期的居民为山越。是公元前220年，秦始皇

东游会稽时所迁徙的越人，因其居在深山。故称“山越”。秦末，番阳

令吴芮的部将梅锅曾率越兵从刘邦伐秦，以功封为列侯。梅锅在其

封地建城。称梅锅城，在今县西10里，故祁城别称梅城。东汉以后，汉

， 人纷纷迁入此地，山越逐步汉化，汉越融合，山越之称逐渐消去∥’

祁门建县前分属黟县和浮梁县。唐宝应元年(762)衙县人方清
●

‘

／

～

率饥民起义，于永泰元年(765)进电石埭，继之攻陷歙州，在黟县赤山

镇(今祁山镇)设阊门县。土著吴仁欢聚团练助官军击败义军。以赤

山镇赋役繁难不便奏请建县。朝廷诏划黟县六乡和浮梁县东北委仁

欢建县。仁欢予以规划，“方其街如田字。曲其水如之字。井列七星，

桥分八卦，城环百武，门通七乡”。合祁山、闯门二景，在闯门县址建祁

门县。吴仁欢虽参与了镇压方清起义，但建县之功不可没，祁门的县

名及其版图由此正式确定，沿袭至今。

凡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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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建县，促进了茶业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歙州司马张途在咸

通三年(862)所撰1(祁f-1县新修阊门溪记>中，对当时的盛况作了生动

的描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十之】七八矣。

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

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这篇

文章还对全县户口(5400余户，按每户5人计算，约2．7万人)和县

令路达修阊门溪(即路公溪)作了记载，这是我县有史记载的第一次

户口统计和第一个水利工程。

宋代。我县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已增加到83000余人。

为唐、宋、元、明四朝的最高峰。全县有水田9万多亩，塘、竭1200多

处，年纳田赋糙米1100多吨，布帛3500多匹，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

和纺织业均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同时，又修筑了我县的第一道城

墙，有东南西北4门，周长近6里，已颇具规模。

文化和教育事业也日趋发展。我县儒学虽始设于建县之时，而

规模则略备于宋端拱之初(988)。知县张式重建县学于城南，绍兴

(1131～1162)以后还曾屡次增广。书院也由唐代的1所发展到4

所。两宋时期，我县中进士者达93人．还出现了“一榜六进士”的佳

话。虽然宋代进士的录取名额较唐代增加了十几倍，但最多时全国
’

一年也不过五六百人，一个山区小县每三年就中一名进士，也够得上

： “辉煌”二字了。其中名儒谢琏、著名诗人方岳、武状元程鸣凤更是名
’

闻遐迩。汪伯彦还爬上了宰相的高位，成了祁门历史上最大的官僚。

．． 若非其主张南逃，也会青史留名了。北乡善和的程承津、程承海经商
’

外郡。有“程十万”之称，被史家奉为徽商之滥觞。我县首家医药机构

——惠民药局也开始设立，有官医2名。绍兴元年二月十四日(1131

年3月11日)。岳飞提兵过祁，在洪村饮马，夜憩东松庵，为祁门留下

了两处遗址和一段动人的传说。

元代，我县受朱熹思想之浸染，出现了一批笃志理学的学者。其

中汪克宽有经学著作11种，曾赴京助宋濂编修(元史>，被宋濂尊之

为“理学名贤”。汪元相于元院元年(1333)编修了我县的第一部县志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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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阊志>，历代文献赖以保存。其时。城北人徐存诚继承祖业。开办了

存诚堂药店，成为我县有史可载的第一位名医和第一家私营药店。

据旧志记载，元代我县开征金课、酒课和醋课，每年上贡貉皮59

张，说明当时的淘金业、酿酒业都已有了一定的规模，狩猎也已成了

县人收入的一项来源。
。

明代是我县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明初，全县田地山塘158400亩，

至万历间增加到’251800亩，增长59％。而人口增长缓慢，明初30563

人，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增为46690人，225年中增加16127人，

增长52％。耕地资源和人口的协调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

增长虽无确切数字记载，但从旧志“赋税”所载开征税目可见一斑。

继元代我县开征酒税和醋税后。明代又开征了茶引、花椒、蚕桑、果木

花利、桐油、茶油、里窑、油榨磨、水车磨等税种，说明这时经济作物的

种植和榨油、烧制砖瓦等副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建

筑业的施工能力和建筑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城东阊江上的

两座长达近80米的石拱桥——平政桥和仁济桥，城南凤凰山的文峰

塔。东乡赤桥的东皋塔和北乡六都的宪伯坊，均是这一时期建筑艺术

的代表作。特别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修建城墙，城长1060丈，高2至

3丈，厚约2丈。有城门9座。如此大的工程，六月动工，十月竣工，历时

仅5个月。其施工的组织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怎能不令人惊叹!

明代更是我县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兴旺时期。全县新办社学27

所、书院14所。创建于正德十六年(1521)的东山书院成了半官半民

性质的地方教育中心．我县许多官宦名流均曾在此就读和研修。这

一时期，我县生员考中举人155人，其中进士及第54人(全国进士录

取名额约为宋代的二分之一)，另有武举人17人，武进士4人。余光

殿试传胪(第四名)，余孟麟殿试榜眼(第二名)，为我县历代科举考试

(文科)中的最好成绩。明代登科入仕者中，涌现出一批高官显宦．从

按察使、布政使等地方官到中央的尚书等都有人出任，如程泰、谢蓉、

吴自新、谢存仁、倪思辉等都是官居二品的大官。其时，著书立说之

风颇盛，据初步统计，有作者82人，著作158种。其中剧作家郑之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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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撰的<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以一个剧目创立了一个剧种，对其

它剧种影响甚大，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的医药事业在明代更是处于极盛时期，出现了汪渭、汪宦、

汪机、陈嘉谟等一代名医和徐春甫、王碘、胡田一、胡铁、江之迈5位

，御医。汪机有医著13种，医术高妙，医德高尚，是举世公认的一代名

医和新安医学奠基人。徐春甫是著名的宫廷御医，其创立的一体堂

宅仁医会是世界上第一个民间医学团体．所著<古今医统大全)乃我

国问世最早的十大医学全书之一。陈嘉谟精研医学，尤精本草，所著

<本草蒙荃>对后代中药事业有很大影响。

清兵入关南下以后。祁门人民纷起抗清。清顺治二年(1645)。东

乡许村(今双溪流)许文瑾、许文玢兄弟随金声(休宁人)起兵抗清，经

历大小40余战，双双被俘，于南京就义，表现出不屈的民族精神。

康熙皇帝即位后，实行“盛世添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的政

策，奖励开荒，轻徭薄赋，刺激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人口也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长。道光五年(1825)，我县人口猛增至

47万余人，达到祁门人口的最高峰。乾隆之后，政治日趋腐败，社会

逐渐衰落，阶级矛盾激化，引发了太平天国战争。祁门是太平军与清

军拼杀的重要战场，连年战争，人民惨遭杀戮，流徙逃亡。当时的祁

门是“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死亡相继，饿莩遍野”，同善局“施棺日逾

百具”，共施棺达54000余具，全县人口剧降。至同治十年(1871)，全

县仅10万人。人口由猛增变为骤减，是祁门在封建社会由兴盛走向

衰落的真实记录。

从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至同治二年五月(1863年6月)．

太平军曾37次进入祁门县境，大小战斗数十次。十下祁城。祁门人民

协助太平军与清军及地方团练进行殊死斗争，在太平天国历史上留

下了光辉的一页。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亲率湘营驻扎祁门，度过

了“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的10个月。作为其行辕的敦仁里洪家大

屋，至今保存完好，成为今人研究曾国藩军事思想和旅游采风的一个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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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旅外商业，自明至清久盛不衰。北至鲁晋，南到两广。东履

江浙，西达川鄂，都有祁门旅外商人活动的足迹。“服田者十(之)三，

贾十(之)七”，经商为祁人的一项职业和重要的生活来源。清雍正年

间(1723～1735)，侨居扬州的马日瑁、马日璐兄弟，因经营盐业而成

当地徽商巨富，筑小玲珑山馆，建丛书楼，有藏书“甲大江南北”之

誉。祁门人旅外经商，以茶叶、木材、瓷土为大宗。瓷土开采在清代趋

于兴盛，全县有矿点几十处，土碓数百支，成为景德镇制瓷的优质原

料。清人凌汝锦在<昌江杂咏>中吟道：“重重水碓夹江开，未雨殷传

数里雷；舂得泥稠米更凿，祁船未到镇船回。”光绪二十七年(1901)。

因参与戊戌变法而被贬往景德镇监制御瓷的礼屋人康达，先后创办

了江西省瓷业公司和中国的第一所陶业学校，开机器制瓷之先河。

我县原制绿茶和安茶。光绪二年(1876)，贵溪人胡元龙创制祁门红

茶成功，祁红遂取代安茶和绿茶，逐渐走上国内和国际市场，并于

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牌。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并实行史称“癸卯学制”的资

产阶级新学制，废科举，兴学校。翌年，我县第一所新学——南乡乡立

高等小学堂在平里创办。嗣后，县立高等小学堂和西乡乡立高等小

学堂也相继创立，揭开了我县新式教育的序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史称辛亥革命。11月，安徽大通

军政府洪涛率兵来祁，兵不血刃，祁门宣告光复。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却未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性质，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县的工人、农民和青

年学生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1913年，塔坊数百人冲进米

店，痛打奸商；1918年，倒湖船民和猎户捣毁厘金卡，闪里和县城人

民奋起响应，迫使闪里、县城撤卡；1919年5月11日，城区各校师生

和各界人士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五四运动；1921年，城乡各高

等小学组织学生自治会。通电支援安庆六二学生运动；1924年，双溪

流瓷土厂工人为增加工资，停碓罢工一年之久；1925年7月，县高等

小学师生和各界人士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游行示威，烧毁日货，反

5



帝反封建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

1931年秋，潜山县一批共产党员因请水寨暴动失利，先后转移

来祁门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于次年3月在闪里西坑建立我县第

一个党支部，同年6月成立中共祁门县临时委员会，1932年3月正

式成立中共祁门县委员会，首任书记刘仲希。同年10月，刘仲希在策

动国民党军队起义时，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为祁门人民的解放事业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4年，赣东北游击大队挺进祁城，皖赣独立师

转战于我县西南二乡，抗日先遣队三入祁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地

方势力。1937年12月，陈毅到舍会山。召开游击队干部会议。传达党

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会后，皖赣边游

击队会师舍会山，后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期间，祁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经

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最后终于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 ．

1949年4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所部击溃祁山

守敌后，进入祁城，祁门宣告解放。
。

．

(二)

祁门位于安徽省南端，地处北纬29。35’～30。08’，东经117’12’～

117‘51to东北交黟县，东南与休宁县交界，西北与东至、石台县为邻，

南和西南与江西省接壤。全县土地面积2257平方公里。

1997年，全县辖7个镇．18个乡．5个居民委员会，56个居民小

组，152个村民委员会，1039个村民小组。年末总人口185117人．其

中男性94675人，女性90442人；农业人口149288人，非农业人口

35829人。每平方公里83．4人。除回、蒙古、苗、彝、壮、满、侗、瑶、土

家、水、仡佬、布依等12个少数民族254人外，其他均为汉族。

祁门县境内山峦起伏，清溪纵横，地势北高南低，地貌呈中山、低

山、丘陵、山间盆地和狭窄的河谷平畈相交织的特征。宋人顾士龙诗

云：‘!三十六溪清浅水。二十四重高下山”。介于祁门与石台之间的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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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牯牛降，海拔1728米；最低处为倒湖，海拔79米。主要河流有闾

江(俗称南河)、大北河(又称沥水)，汇于倒湖，向南流入江西鄱阳

湖。凫溪河合率水汇入新安江，赤岭河、梅溪河合秋浦河注入长江。

祁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均

气温15．6"C，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4℃；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26℃

左右。年均降水量1717．5毫米．年均日照时数1861．6小时，无霜期

235天。

祁门矿产资源以瓷土为主．已勘明的储量500多万吨。祁门瓷土

质量优良，素有“瓷土之王”和“天然配方”之誉。另有金、铜、锌、锑、

钒、锰、石煤、石棉、砚石、石灰石等。

祁门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建国以来，围绕开发和利用资源．重

点发展茶、林、瓷三大经济支柱行业，从一个单纯的农业县，逐步走上

一、二、三产业同步发展的道路。1997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79280万

元(当年价，下同)。一、二、三产业比重为30．6：33．6：35．8。工农业总产

值118511万元，财政收入7181万元，综合经济实力居全省第21位。

祁门是一个以林、茶为主，农牧副渔各业综合发展的山区县。1997

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5687万元，其中农业(含茶业)18502万元，

占51．85％；林业11061万元，占30．99％；牧业6032万元，占16．90％；

渔业92万元，占0．26％。农村经济总收入57600万元。

全县现有耕地8204公顷．其中水田7361公顷，占89．7％。农作

物以水稻为主，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90％以上。1997年．粮食总产

45176吨，创历史最高水平。经济作物有茶叶、蚕桑、油菜、水果等．以

茶叶为主。本县茶业生产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就已形成十分繁盛的

茶市。凫峰乡的“四大名家茶”为屯绿之上品。祁门安茶在广东、香港

和东南亚地区被尊为“圣茶”。后起之秀祁门红茶继1915年获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后，1987年又获第26届世界优质食品博览会

金质奖章。1997年，全县有茶园141754．8亩，产茶2815．32吨。

，，祁门是安徽省的重点林业县。林业用地195492．9公顷，占全县

，土地总面积的88％。有林地175899公顷，活立木蓄积量813．7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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