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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国历史悠久，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现存的大量地方志书
是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之一。编史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修志工作。早在1941午8月党中央就

指示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加以研究。1956年又提出了重新编修地

方志的任务。1958年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再一次提出全国各地要修地

方志。周恩来同志也曾多次提倡整理和编修地方志。。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随着我国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大好
形势。

。 。。

乐安建县于南朱绍兴十九年(1149年)，在宋、元、明、清时期，
先后共修志13次。首创于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末修于晚清同治

十年(1871年)。年代久远又历经兵燹，历次编修的县志，散失殆尽。

至今尚存者，唯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版；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版；康熙间(1662年——一1722年)抄本；以及同治十年(1871年)版。

其中前3种版本又远散藏于北京等地。 ，

乐安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人才辈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多次亲临我县从事革命活动。黄

陂大捷，就是在乐安大华山麓、登仙桥畔一带打响的。乐安的英雄儿

女在历次的反“围剿”和保卫苏区红色政权的斗争中抛头颅、洒热

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的革命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
得巨大成就，天翻地覆，旧貌变新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使我县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了新的发展。至1985年全县的工农业产

值分别是1949年的30．68倍和8．82倍。如实地将这些伟大的历史变化



序

载入史册，实乃形势之所需。

中共乐安县委继1960年编修《乐安县志》之后，于1980年9月又

作出了《关于编史修志的决定》，组建了中共乐安县委编史修志领导

小组，1981年4月又成立了编史办公室，抽调和聘请了编写人员，拨

给了经费，开展了新县志的编纂工作。

新编《乐安县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存真求实’’的原

则。尽管由于史料不全，编纂人员缺乏经验，还存在某些不足或错

误，但总的来看，它比较忠实地反映了乐安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为

我县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在编写过程中，’编纂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8年中6易其稿，
作出了可喜的成绩o

值此，我受县委之托，乐草此文，以作序言。

‘中共乐安县委书记 李耀南

。 一九八九年七月



序 二

：县志，是一县的百科全书。太平盛世，编史修志，自古皆然。历

史越是前进，事业越是发展，越是需要编纂一部反映历史全貌的新

县志。 ≯．。j_．2。-，卜’。 ⋯
‘|．+，，’‘j-

o‘自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创建乐安县以来，封建王朝均以材三

纲五常’’为宗旨，先后13次修缮过《乐安县志》。我们这部继同治十

年后编纂的新县志：上溯千年，纵横百里，客观地反映了乐安县的历

史全貌，不失为一部保存史料，推动生产、治理政务：繁荣文化的宝

贵的乡土教材。 ，-
r‘．r

r r’ ，o ，一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详今略古，力求真实i秉笔直书；注意学

习和借鉴历代方志学家的编纂理论和成果；文字上力求简明朴实，通
俗易懂。但由于史料残缺，学识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
者不吝指教0． ．“

‘

’， 一， ，I ’；’二 r j·!

这部新县志的问世，凝聚着千百人的心血和智慧。老同志的亲切

关怀，专家、学者的指教，‘省、：地和兄弟县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j

县、乡(镇)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及企事业单位的鼎力相助，是新县
志得以总其成的重要条件。．

‘

‘一，^+c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开拓精神的乐安人民，为昨天写下了光辉灿

烂的一页，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必将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社会
主义新的篇章! s ’， ·’

’，．’ “

’
k

‘
t

。t

’’

●

．．。

“

||t ～’、!一

乐安县人民政府县长 钱家琪；。
～

”j．。，。
一

1一九八九年七月J．‘ ．，
-一F，。 ／¨／u●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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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方法，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起于南宋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乐安建县时，
下限止于1985年(第6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个别时限有所延长。本

着_详今略古"的原则，把编纂的重点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一．．√

三、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设编、7章、节、

目4级，按事分类，横排纵写，并在各章之首冠以小序．‘编写中力求
突出地方和时代特点。 ．

四、本志编首列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其后依次设地理、

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苏区、社会、人物共8编，附录列于编尾．

五、本志为了便于系统地记述1928年至1935年我县苏区时期的

党、政、军事、经济、文化等革命斗争史实，特设置苏区编。

六、建国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不另立编章，分别载入本志有关章节
和《大事记》中．

七、本志人物编设人物传、人物表及烈士英名录三章．本着“生

不立传”的原则，凡入传者，均系已故的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人士．

八、本志各项数据全部采用县统计局资料。

九、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旧纪年，注明公

元(同一纪年在同一节内只在首次出现时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简称“建国后”)，则以公元纪年。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历史文物、有关1日志

和县各单位编写的专业志，以及知情人和当事人提供的材料等，在编
写时一船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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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

．，乐安县位于江西省中部，东与崇仁、宜黄接界，西和新干，永丰相邻，南毗宁都，北连

丰城，总面积2412．59平方公里。1985年底，全县人口289578人，其中畲、回、壮、满、苗、‘

蒙、土家、布依、高山及侗族212户，1023人。 』．

．： 乐安地处雩山余脉，境内地形复杂，地貌多样。全县地形大致是南高北低。南部多山，

地势东高西低，北部多丘陵，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貌类型有山地、高丘和低丘岗地；7’

，并以低丘岗地为主，约占全县总面积的51％，其次为山地，约占全县总面积的38％，再次为

高丘，约占全县总面积的11％。这种地貌类型的组合特征，为本县开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农业，提供了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
。

‘，．’

，乐安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丰沛，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17℃左右，1月平均气温

4．8℃，’7月平均气温28．4℃。年平均日照1744．8小时，年平均无霜期262天。年平均降水量

，1700毫米左右，年径流总量约24亿立方米。

．境内资源丰富。1985年有近39万亩耕地，150多万亩有林地，65万多亩宜牧草地；近3

万亩适合养殖的水面，以及多种多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境内有公溪水、谷岗水和牛田水j

万崇水，蕴藏着8．4万千瓦的水能资源。地下有铀、钨、铜，银、锡、煤、稀土、瓷土等矿藏。

乐安名胜文物颇有声誉。“江南绝顶三峰"的大华山，文天祥幼时读书的石桥寺，流坑

村的状元楼，水口村的“龙阁学士"牌楼，招携禄元的尚书墓等，都是有名胜迹。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的旧居，黄陂大捷的主战场址——登仙桥，以及红军医院旧址等，都

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出土的元代枢府瓷器是全国罕见的珍贵文物之一，具

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乐安建县前境地从属多变。宋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割崇仁县的天授、乐安，忠义

三乡及永车县的云盖乡正式建制乐安县后，属抚州临川郡。元代属抚州路。明j清两代属抚

州府。民国初属江西豫章道。民国21年(1932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均属江西省

第七行政区。建国后，属抚州专区(地区)管辖。全县现设5个镇，15个乡，1个直属农

场，211个村民委员会，1737个村民小组。县人民政府驻地鳌溪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

化，交通的中心。 一． ‘!

乐安地灵人杰，名贤俊彦，史不绝书。南朝的军事家黄法氍，北宋的谏议大夫董敦逸，

南宋的恩科状元董德元，理学家曾丰、元代的理学家、教育家吴澄，明代的刑部尚书董裕，

礼部尚书谢绶，都是当时的名人。此外，还有驰誉文林的何中、袁度，袁国栋、董士标，人

称“乐安四杰刀的黄极，何淑、张洁、王翊l史称“直臣弦的陈祥甫，黄伯渊、王云贵、王

时保、萧仪，袁旭等人，都是一代名贤。时至近，现代，更是人才辈出。其中有随孙中山革

·1’



概 述

命的易耕梅，有与方志敏合办进步刊物的张田民，有为建立和巩固苏区政权、赢得革命战争

胜利，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张方说、张英、曾友颜、谭伦明、张书锡、廖丕文；有参加长

征、转战沙场，屡建战功的黄火星、李金才，有饮誉城乡，纸扎技艺超群的张侄姑和擅长烹

饪的游嘉禄等。

乐安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元初，何时、萧湘举兵抗元。县民曾子良一度聚众

8万，据大盘山起义反明。明崇祯四年(1631年)，李自成起义军进入乐安，清咸丰年间太

平军三度攻入乐安城，乡民都积极支援。民国元年(1912年)，乐安县遭百年罕见的水灾，

农民抗租，围攻县署。北伐战争时期，建立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领导群众开展反贪

官污吏、反土豪劣绅的斗争。从此，革命火种绵延不断。1928年2月至1930年，先后成立了

中共乐安县第一个小组，支部和县委会。其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

同志先后亲临乐安领导反“围剿"斗争，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乐安人民的

斗志。全县人民前仆后继，向旧世界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作出了巨大牺牲j赢得了武装革命

斗争的胜利，全县80％的地区都建立了红色政权。然而，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

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本县党组织被迫

转入地下活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49年9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83团，

进入乐安县境，同年9月15日在南村宣布正式成立乐安县人民政府，10月6日中共乐安县委

会，县人民政府迁入县城——螯溪镇办公。从此，乐安人民开始过上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的幸福生活。

建国以来，中共乐安县委，乐安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

民国时期，由于缺乏水利设施，水旱灾害频繁，稻谷平均亩产不足200市斤。建国后，全

县人民艰苦奋斗，先后兴修了蓄水工程1025座，引水工程83座，使全县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

到23．99万亩。同时，建起了水电站126座，装机3352千瓦，购进了各种农业机械38851马力，

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加上改革耕作制度，推广先进技术，大大地促进了农业发展，

1985年全县粮食总产为1949年的3．36倍，农业总产值为1949年的8．82倍。

乐安是全省13个林业重点县之一，又是林业部定点的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县之一，林业

资源丰富。据1985年县森林资源统计资料：全县有林地面积138．36万亩，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38．2％。其中用材林418．4万亩，竹林12．10万亩，经济林16．80万亩，防护林10．53万亩。活立

木蓄积量87．49万立方米，其中杉树占19．1％，马尾松占63．9％，阔叶树占17．O％，若按龄

组分‘，中龄林占49．6％，成熟林占47．7％，幼林占2．7％。此外，还有毛竹1292．3万根。建

国以来，本县林业生产取得了一定成绩。全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45万亩，从外地引进的湿地

松、火炬松、油橄榄等优良树种也试种成功。36年来为国家提供商品木材163．88万立方米，

商品毛竹1124万根。1985年林业总产值1079万元，为1949年的17．63倍。

养殖业是乐安农家的传统产业之一。民国时期，由于田多人少，粮食产量虽然不高，却

自食有余，多余的粮食又因交通闭塞，外销困难，只好用来喂猪，因而全县养猪事业极盛一

对，所谓“宜黄戏子乐安猪，，的民谣盖源于此。建国后，全县以养猪为主的畜牧业日益发

展。1985年与1949年比，耕牛年末存栏增长了1．21倍，生猪年末存栏增长了3．32倍，畜牧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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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增长了7．4倍。水产养殖业发展更快，1964年，人工孵化鱼苗和1971年利用三角帆蚌插

片试养珍珠成功，拓宽了本县渔业生产的路子，推动了水产业的发展0 1985年，全县水产养

殖产值为1949年的32倍。

建国前，乐安的“五继纺车"，毛边纸和夏布生产颇负盛名。建国后，冶金、化工、电

力、机械、建材，医药、纺织，粮油食品和木竹加工等工业逐步发展起来。其中竹木加工工

业方面先后已办起了120多个厂子。县家具厂生产的烙花家具，县食品罐头厂生产的水煮笋，

都已打入国际市场。198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为1949年的30．7倍。 ．

建国前，乐安交通闭塞，没有铁路，只有40公里临川至八都的公路通过县境北部。建国

后，交通事业日益发展，从50年代开始，公路建设逐步展开，到1985年止，全县有省养公路

138公里，县养公路173公里，乡村简易公路506公里，载货汽车242辆，客车30辆，其它车30

辆。60年代修成的铁路已遇到公溪镇江边村，交通可谓方便。建国以来，邮电通信事业也发

展很快，1985年邮电业务总量是1949年的97．7倍。工业、农业，交通、邮电事业的发展，带

来了商业的繁荣。1985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950年的42．5倍。

一乐安虽然地处山区，文化教育事业却比较发达。从宋代到清末，除官办书院4所外，民
办书院也有发展，先后共计64所之多。历代科举有文武状元各1人，会元1人，解元4人，

进士148人，举人585人。民国时期更有一批留学美、法、日等国的学生，其中获得硕士、博

士学位的不乏其人。建国前夕，全县有中学1所，小学113所，在校学生7373人，教职员工

199人。建国后，乐安教育事业发展较快，1985年小学校数，学生数和教职员工数，分别为

1949年的5倍、6．5倍和14．35倍，中学校数、中学生数和教职员工数，分别为1949年的24倍，

69．5倍和40．2倍。1977年恢复中、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以来，全县中学生考取中专的707

人，考取大专院校的1012人。1985年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0％以上，基本实现无盲县。据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县每千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3．6人，中学文化程度的197

人，高小文化程度的420人。 ，

国民经济的持续上升，大大加快了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1985年全县有文化

馆(站>21个，电视机8700余台。一批老中青作者勤奋写作，先后有44篇小说、戏剧、散

文、报告文学在省以上报刊发表。建国后，‘卫生事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85年全县除各村

民委员会所设的医疗站外，还有卫生医疗机构26所，病床407张，分别为1949年的26倍和

203．5倍，平均每千人中有医护人员4．5k。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促进了计划生育，全县人

口自然增长率从1978年的22‰下降到1985年的10．8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乐安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1985年农民人平纯收入

350．18元，农户在信用社年末存款余额1089．26万元，矗老四件黟(自行车、缝纫机，收音

机、手表)在职工家庭中已基本普及， “新四件，，(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除

电冰箱外，也已进入了大部分职工家庭中。

、36年来，乐安经济建设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农业上，主

要存在着“三低、=减少’’：矗三低’’，一是土地利用率低，全县尚有78．7万亩荒山，O．9万

亩可养殖水面没有得到利用，有46．6万亩疏林地、灌木林地和迹地没有得到改造，利用土地

只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64．2％，二是已利用的土地生产力水平低，粮食亩产按调查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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