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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相统一，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服务。

全志贯通古今，上限年代从1840年开始，下限在定稿前几经延

续，最后断至2002．年6月。有的视实际需要，为追溯事业、事物的发

端和终结而作了适当的延伸，以求反映事物的本末。本着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的原则，侧重近现代，尤重当代，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以来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情况。体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

能够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的客观真理。旨在“前

有所稽，后有所鉴”，发挥志书“资治、存史、教化”功能。

本志采取“横排鳖写，纵横结合”的编写方法，设置篇、章、

节、目，有的加设子目。各篇章内容一般分期记述，亦有跨越时期记

述的，既突出时代特点，又反映事物的本末。全志分为一、二、三

篇。

第一篇《行政机构》，记载历代行政区划及行政机构变革：一是

清朝晚期袁州府、瑞州府、临江府行政区划和府署、瑞州分府衙署及

县署机构设置及职官配备和知府、同知、通判名录；二是太平军进驻

时府署、县署机构设置及职官配备和总制、监军名录；三是民国时期

行政区划和道署、镇守使署、督察专员公署、县公署(政府)、区、

乡(镇)公所的机构设置、职官配备以及知事、道尹、镇守使、专员

名录；四是苏维埃政府行政机构及领导人名录；五是新中国成立后行

政区划、行政机构变更和干部配备、选拔使用以及专署、行署、市政

府历任专员、副专员(地草委主任、副主任)、市长、副市长、正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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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名录。同时记载了直接为专署、行署、市政府行政领导决策服

务的综合办事机构专署、行署、市政府办公室、秘书室(科)领导人

名录。

第二篇《政事纪略(上)》，概要记述晚清时期、太平军进驻时

期、民国时期的政事。对清王朝扣国民政府的旧政权，既恰当记载其

有益于民的政事，又如实揭露其压榨人民的罪恶行径和封建腐朽的反

动本质。同时，略要记述了太平军进驻本市府、县时的战况和施政安

民的政绩。

第三篇《政事纪略(下)》为本志的主体，较详实记载了人民政

权的施政：包括苏区苏维埃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苏区的

经济、交通、邮电、文教等方面的建设情况；重点记载新中国成立

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市历届政府的重要施政活动和

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经济和社会各

项事业，推进改革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政绩及其发展过程、经验教训。

对各个时期的政事和施政活动，不作包罗万象的记述，坚持突出重

点，力求反映事物的本质，体现时代性、地方性和政府志的相对独特

性。

本志体裁，以志为主，采取志、记、录、图、表等诸体并用．。入

志资料，主要来自宜春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所

存档案文件和《江西通志》，以及袁州、瑞州、临江府志、各县市志、

地直部门志、报刊专著等；有些来自基层实地调查、访谈记录和向本

省、外地、市、县档案馆、方志办实地收集及函索的资料；还有市政

府各有关部门、省驻宜有关单位提供的征集资料。采用的资料经过反

复考证，一般不注明出处。其中所用的数据，建国前以历史文献、档

案资料为依据；新中国成立后，一般以市委、市政府文件和市统计局

《统计年鉴》为依据。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均按国家规定使用，引

用历史资料则照旧记载。按照记述地域范围“不越境而书”的原则，

全市性统计数一般以本市现在所辖十县市为限，曾经管辖而后划出的

区域，有的数据互相穿插难以划开的，则略有所及计入辖区内。

本志所用历史纪年，新中国成立前，一般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

纪年；新中国成立后和苏区及抗日时期的记述，一律用公元纪年。

编者



宜春市人民政府市长 廖形办

纵贯三个世纪凡一百六十年，跨越三种社会制度，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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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早期的康、雍、乾三代皇帝也正是借鉴了明朝覆灭的惨痛教训，总结了清朝开国以后的

历史经验，革故鼎新，励精图治，出现了世人瞩目的“康乾盛世”。历史这面镜子所折射出

来的李氏、爱新觉罗氏的某些为政之要，对于我们现代为官从政之人，亦不乏可取之处。晚

清时期，南昌知县江召棠在处理“棠浦教案”时，在凶狠狰狞的法国神父面前，宁死不屈。

对导致苛捐杂税增加、人民不堪重负的清末“新政”，曾任监察御史的宜丰人胡思敬愤笔上

书，“极陈民情”，为民请命。宜丰人蔡复灵、蔡锐霆兄弟举家加入“同盟会”，光复后被褒

为“一门义烈”。袁州人刘梓华，离别有养育之恩的“嫂娘”，舍小家为国家，毅然参加工农

红军，在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一役中奋勇当先，受到中央军委特别嘉奖。1941年，罗

卓英将军率第十九集团军将士及上高等县数十万民众进行了著名的“上高会战”，当时《东

南13报》盛赞此役为“媲美台儿庄胜利的赣北大捷”，是役惊天地，泣鬼神，歼敌3万余人，

一举粉碎13军实施其“鄱阳湖扫荡”的罪恶阴谋。1952年始，宜春三阳马王塘农民吴云八，

带领群众治服剥皮山，十年绿化荒山6028亩，创造了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马王塘模式”。

这些业已载入史册的人和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我想，每一位为官一任、治政一方之人，

都应效法这些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大公无私，兢兢业业为百姓多作一些好事、实事，即使

不求青史留名，亦应问心无愧。

历史是一部教科书。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数学使人精确⋯⋯”。

华夏历史，源远流长，祖国文化，博大精深。自古以来，中国之圣人君子，莫不是向历史学

习，与古人神交，从而达到“格物致知”之境界，实现“修齐治平”之抱负。在宜春这片土

地上，亦有不少著名人物，他们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或为民造福、为国捐躯，皆为后世

所传颂，今人之楷模。早在唐代，韩(愈)、李(德裕)在袁州倡学风、育学子，以致江西

的第一个状元卢肇出于宜春，后屡有进士及第，故有“宜春进士半江西”之说；明代之靖安

人况钟任苏州知府时，为官清正，政绩卓著，其“况青天”美名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奉新人

宋应星潜心著就《天工开物》，广为流传，泽被海内外。康雍乾时期被誉为“帝师元老”的

高安人朱轼，振一代文风，兴各类书院，为官之廉号“通国第一”，治政之能被雍正许为

“朝堂良佐”。创造了近代物理学著名“康普顿·吴有训效应”的吴有训先生，不仅自己治学

严谨，造诣不同凡响，而且培养了一批物理栋梁之材。该志书中亦有众多的历史事实昭示我

们，政通人和，社会稳定，则百姓安居乐业，经济繁荣发展；以人为本，大兴科教，则人们

文明向上，社会迅速进步。反之，朝纲不振，吏治不严，社会动乱，则民不聊生，百业凋

敝，政治式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在短短的数年里，使几近崩溃的国

民经济得以恢复，其时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曾任专署农业副专员的罗应

田，长期致力于农田水利基建工作，被时任省长邵式平称为“罗真君”。1962年，丰城赣江

水位高涨，多次出现重大险情，省长邵式平、地区领导张国震等率军民现场抢险救灾，美国

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曾撰文《中国同灾害作斗争》，向世人广为宣传。而晚清

政府在鸦片战争后对外屈辱投降、对内黑暗统治，国民党政府的吏治腐败、施政混乱，对宜

春人民所造成的悲惨史实，在这部志书中也是不胜枚举。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深重

教训，亦在人们的心中记忆犹新!

历史是一场接力赛跑。有的史学家认为，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而伟人毛泽东则有人民是

“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的著名论断。我认为，撇开意识形态或历史偏见来看问题，推动历



史的车轮前进，既有领袖人物之功，更有人民群众之力。此乃亘古不变之理，中外古今，概

莫能外。可以说，这部志书所描述的发生在宜春这块红土地上的每一件事情，政治经济、科

学文化等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历代清官能吏与民众百姓所共为、所共创。晚清宜春境

内各府县，鼓励垦荒，一时耕地大增，物富民殷，如丰城县1871年实有耕地就达143．8万

亩。19世纪末期，瑞州知府江毓昌亲自编写《蚕桑说》，力倡蚕桑业发展。在20世纪前半

叶，为推翻封建王朝，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多少风流人物与宜春人民进行了如

火如荼的斗争，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壮丽的篇章。万载、铜鼓、宜春等苏区人民，为保卫湘

鄂赣苏维埃政权，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豪气长存；为抗击日军侵略，宜春人民与抗

日队伍一道，同仇敌忾，赴汤蹈火，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在满目疮痍的土地

上，宜春人民又用勤劳和智慧重建美好家园，短短两年多时间，国民经济迅速恢复。20世

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农业基本建设硕果累累，飞剑潭、紫云山等大中型水库和赣

抚平原、锦惠渠、袁惠渠等一批大中型水利工程相继建成，加上农田改造和科技推广，农业

开始走上早涝保收的道路。同时工交战线成绩斐然，各类工业企业陆续建成投产，跨县公路

干线里程数达到近2000公里，工业产值成倍增长。即使在“文革”动乱期间，宜春仍然探

明并建成钽铌矿和江西盐矿以及宜春工程机械厂等一批骨干企业。改革开放以后，’历届党委

和政府班子又无不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全体宜春人民一道，

大办乡镇企业，大兴科技教育，大力经营城市，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也

为明天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古人云，治国者以史为鉴，治郡者以志为鉴。身为今日之宜春市长，我抚志沉思，感慨

万千。宜春幅员之大、人口之多、资源之丰、环境之美，远可以与以色列、卢森堡诸国相

近，近可以与苏、锡诸市相比，然宜春经济之现状，人民生活之水平，却与上述之国、之市

相差甚远。此不争之事实，实乃我等心中之忧患，身上之压力，亦为我等创业之基础，发展

之动力。

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2l世纪。这是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纪，这也是一个日新

月异、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在昂扬向上，与时俱进，都在向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目标奋勇向前。我想，每一个宜春人，勿论是为官一方之领导，抑或是生产作业

之平民，都应有历史的责任感，都应有主人的责任心，催宜春之跨越发展，促宜春之快速腾

飞。为官者，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开明开

乐而乐”，体民情，聚民智，积民力，致民富，

今日之不易，会政府之苦心，奋自身之努力，

宜春之小康。我们相信，只要全市520万人民

不负脚下热土，不负大好机遇，不负美好时光

不成，这块曾经“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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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清朝晚期

清朝晚期的行政机构，在宜春地区区域

内，实行府治，府以下设县。当时分设有袁

州府(治所在宜春)、瑞州府(治所在高

安)、临江府(治所在今樟树市临江镇)。

第一节行政区划

袁州府辖宜春县(今袁州区)、万载县和

萍乡县(今萍乡市除莲花县以外的地区)、分

宜县。县以下一般设隅、厢、坊、区、乡、都、

图。宜春县在清康熙年间，区划沿袭明制。

乾隆二十五年(1760)棚民入籍，重新编整图、

里，新编为4隅、4厢、74里、144图。宣统二

年(1910)新开2厢、增置4图。从此土客籍

归于统一，消除隔阂。到后来，全县计有4

隅、6厢、13乡、74里、148图。万载县清末实

行坊、区、都、图制。全县设置14坊、6区、24

都、104图。

瑞州府辖高安县(今高安市)、上高县、

新昌县(今宜丰县)。高安县在晚清时期县

以下区划为区、乡、都、图制。全县设置

14区、17乡、46都、155图。图则因时而

易，略有变化。上高县设置15乡。清同治

九年(1870)，全县改设5个区，下辖52团

(都)、149图。新昌县区划，清沿明制，全

境分为2隅、6区、8乡、4l都、123图。

临江府辖清江县(今樟树市)和新喻县

(今新余市渝水区)、新淦县(今新干县)、

峡江县。清江县区划，自康熙二十二年更改

明制，设置5个乡，下辖17都、83图、89

里、1088个村，直延续到清末。

清初，统治者为阻绝郑成功与沿海城乡

联系，厉行“锁海靖边”政策，广东、福建

人民无法出海营生，徙居铜鼓者日渐增多，

民政管理事务日益纷繁。江西巡抚裴率度奏

准将瑞州(高安)同知移驻铜鼓营城。雍正

三年(1725)设铜鼓营。至六年(1728)建

立“铜鼓营移驻分府衙署”，管理铜鼓部分

民政，总的行政仍隶义宁州(州署设修水

县)。宣统二年(1910)正月，铜鼓废营改

建抚民厅。隶属义宁州，下设lO个乡，由

厅统辖。至民国2年(1913)改厅为铜鼓

县。

在宜春地区境内，晚清时期属南昌府管

辖的丰城县(今丰城市)、奉新县、靖安县

的行政区划，一般都实行坊、区、乡、都、

图、里或甲制。丰城县领9坊、17乡，下设

89都、334图、3335个甲。奉新县在清同治

年间，全县分为13个乡，统37都、84图，

图以下设甲。靖安县在清道光五年(1825)

全县分设5乡、15都、24图、31里。

第二节府 署

袁州、瑞州、临江三府的府署机构设置

及职官配备大同小异，各府设知府1名，为

一府行政长官，从四品。袁州府、瑞州府均

设同知，无定员，为知府的副职，正五品，

分管粮道、盐务、捕盗、江防、水利等；也

分驻指定地点，瑞州府同知派驻分府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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