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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源远流长的“江南宋城”

历史文化

源远流长的“江南宋城”

一、宋城博物馆

赣州城历史悠久，繁荣于两宋时期，至今仍保存数量众多，有较高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宋代文物和文化遗址，因此，赣州又有“江南宋城”和“宋

城博物馆”之称。1994年 1月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古城墙

赣州古城始建于晋代。现保存较完整的砖城墙，修建于北宋年间，城墙平均

高 7米，从东门经八境台到西门长 3.6千米。整个城池开有西津门、镇南门、百

胜门、建春门、涌金门 5座城门。清朝咸丰年间，为了防止太平军攻城，又在赣

州城的主要交通要道口兴建了东门、小南门、大南门、西津门、八境台 5座炮城。

赣州古城墙是目前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宋代砖城墙，虽经岁月更迭，风雨侵

蚀，仍紧紧地环抱守护着赣州古城。1996年，国务院将其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2、郁孤台

郁孤台位于赣州老城区西北部的贺兰山巅，始建于唐代，因树木葱郁，山势

孤独而得名。李渤、苏东坡、辛弃疾、岳飞、文天祥、王阳明、郭沫若等历代名

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诗词。其中，与郁孤台渊源最深的，要数南宋著名词人辛弃

疾，他在赣州任职时，留下名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从此名扬天

下。郁孤台是赣州老城区的制高点，台上建有 3层高的仿木结构楼阁，登上郁孤

台，可俯瞰赣州古城全景。

3、八境台

八境台位于赣州老城区东北隅古城墙上。登上八境台，赣州八景便可一览无

余，犹如身临其境，故而得名。八境台始建于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

建成时，知州孔宗翰将登台所见的美景绘成“虔州八境图”，后来他在山东密州请

著名诗人苏东坡按图题诗八首。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八景”。

八境台建成后，历代均有修葺。1984年改建为高 28米的 3层仿宋代建筑。

登上凭江而立的八境台，城外的山水田园之美，城内的亭台楼阁之秀，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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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南第一石窟”通天岩

通天岩位于赣州城西北郊 6.8千米处，面积 6平方千米，因“石峰环列如屏，

巅有一窍通天”而得名。自唐代开始，风光旖旎的通天岩就被开创为石窟寺。到

了北宋时期，通天岩石窟造像的开凿达到了高峰。尽管与我国众多的石窟比较，

通天岩石窟造像的分布范围，石龛的体积、数量以及造像尺度、规模都不算大，

但它是我国南方最大的一处石窟，也是我国地理位置最南端的一处石窟群，被誉

为“江南第一石窟”。现保存着唐宋以来摩崖造像 358尊，北宋至民国的题刻 128

处，是一座珍贵的石窟艺术宝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福寿沟

福寿沟由北宋著名的水利专家、赣州知军刘彝规划建成，距今已有 900多年

的历史，是我国古代城市建设中极富创造性的城市排水、排污、排雨综合工程。

福寿沟与章江、贡江相通的 12个水窗，可视江水的涨落而自行关启，它和古城

墙、古街道、古浮桥并称为古代赣州城市建设的四大工程。

福寿沟的集水范围以文清路为界，以东的经福沟流进贡江，以西的经寿沟流

到章江。福寿沟总长 14.6千米，主沟断面宽约 1米，深约 2米，集水面积达 2.7

平方千米。20世纪 50年代，经过修复的福寿沟再次恢复了排水功能，至今仍为

赣州老城区的排水主干道。

二、南方水上丝绸之路

赣州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是宋代，其辉煌得益于由长江、赣江、章江、浈江、

珠江共同构成的“南方水上丝绸之路”。宋朝时期的赣州，因水路发达、资源丰富、

经济繁荣，成为全国著名的 36座大城市之一。

梅关古驿道是“南方水上丝绸之路”的咽喉。它建于公元 716年，由唐代宰相

张九龄奉命率工匠用两年时间扩展而成。驿道源起大余县城，翻越梅岭直到广东

省南雄市，全长约 40千米，是沟通长江与珠江水系的陆路中转枢纽。今天的梅

关古驿道专指梅岭一段，约 2.5千米，它历经千年沧桑，是国内罕见、江西省保

留最完整的古驿道。

三、宋明理学发祥地

1、理学在赣州的开创

宋代以后的理学，曾经是中国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主

流，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性格与思想，由其创始人之一——周敦颐在赣州开创。

作为理学的开山始祖，周敦颐在赣州发表了代表理学的经典之作——《太极图说》

和《通书》，设计了包含自然、社会、人生为统一体系的宇宙生成模式，提出了

理学中一系列的范围和例题，世称“濂学”。后来，他的两个弟子——程颢、程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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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将他的思想发扬光大，成为一代理学宗师，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出

了贡献，后人为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尊称两兄弟为“二程”。

2、理学在赣州的发展

自周敦颐与弟子程颢、程颐在赣州创立理学以后，许多追随者纷至沓来，在

这里研究和传播理学。北宋的杨时和南宋的朱熹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杨时先后拜师于理学大师程颢和程颐。他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奋好学，

终悟程门理学之真谛，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杨时学成

后继续潜心研究和传播程氏理学，并在赣州写下阐述其主要观点的重要著作之一

——《养生学》。他在赣州任职时还讲学、传习，一时弟子如云。

朱熹专心儒学，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理学，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

的思想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被视为理学正宗，对后世产生了

非常大的影响。由于他继承“二程”衣钵，后人又称中国理学为“程朱理学”。

3、理学在赣州的繁荣

经过历代理学家的的努力，到了明代，理学在赣州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这一时期的著名理学家主要有：王阳明、罗洪先、欧阳德、薛侃、吴澄、陈九川、

何廷仁、黄弘纲、何春、管登、袁庆麟、陈献章、湛若水、罗钦顺、罗汝芳、刘

节等，而王阳明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王阳明在赣州虽然只生活了 4年，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和功业都在赣

州完成，其理学思想也正是在赣州完善并推向新阶段的。他通过开办书院（如创

办“阳明书院”、重建“濂溪书院”），兴办“社学”，颁行《训蒙大意》、《南赣乡

约》，讲学（如在通天岩讲学赋诗）等方式对赣州民众进行教化，使得理学在赣

州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来，他的一些弟子和其他知名理学家，为寻访他

的足迹，也纷纷会聚赣州讲学或游历，传播理学，使得赣州理学文化越发灿烂。

客家人的摇篮

一、客家人的最大聚居地

客家，汉民族重要分支和重要民系。客家人，是指原籍为中原或黄河流域地

区的中原汉族，自东晋以来不断南迁，逐渐进入赣南、闽西、粤东等地定居，开

始成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个族群。

在客家人迁入之前，赣州除有少量当地土著居住外，大部分是一片尚未开发

的蛮荒之地。但在经历了中原汉民向南方的五次大迁徙以后，赣州成了客家人最

大的聚居地。目前全市 18个县（市、区），除章贡区和信丰县的嘉定镇以及其

他几个居民点外，其余均属客家方言区，客家人达 87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95%以上。这里既有唐宋以来世居的“老客家”，也有明清时期从粤东和闽西回迁

到赣州的“新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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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民俗

1、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被学术界称为研究古汉语的“活化石”。赣州客家话跟闽西和粤东客

家话相比，有几个特点：一是赣州是赣方言和客方言的交汇点，显现出客赣方言

的联系和差别；二是这里唐宋以来的世居客家姓氏较多，因此方言中保留中原古

韵成分较多；三是明末清初粤东、闽西的客家人又大量回迁赣州，使赣州的客家

方言不像粤东、闽西那样统一，而是同中有异，县与县之间不一样，甚至乡与乡

之间也显出差异。正所谓“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

2、客家文艺

赣州客家文艺形式丰富多彩，如赣南采茶戏、兴国山歌、于都唢呐、赣县东

河戏、石城灯彩、信丰手端木偶戏、宁都采茶戏和傩戏、龙南香火龙和杨村过山

溜、赣州南北词，以及各种宗教酬神舞、五句板、古文、风俗歌、民间小调等等，

可谓众彩纷呈。其中最具影响、且系土生土长纯客家风情，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是赣南采茶戏和兴国山歌。

赣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是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客

家艺术中最绚丽的一朵奇葩，有“客家艺术一枝花”的美誉。它是以“九龙茶灯”为

基础，吸收赣南其他民间艺术逐步形成的，是赣南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民间戏种，

至今已有 300多年的历史。它载歌载舞，气氛轻松活泼，语言幽默风趣，融民间

口头文学、民间歌舞、灯彩于一体，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

客家人劳动和智慧的结晶。题材上多以基层群众，尤其是手工业工人、艺匠的日

常生活为表现对象，剧目多以喜剧、闹剧为主。其表演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小丑、

小旦两个行当，曾有“三角成班，两小当家”之说。

客家人爱唱山歌，一曲美妙动听的客家山歌，能激起每一个客家儿女的无限

激情，而兴国的山歌则唱得最为普遍，广泛流行于民间。兴国山歌内容极其丰富，

题材广泛多样，真实地表达了客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旧社会罪恶的鞭笞，

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兴国山歌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宣传形

式之一，在我国革命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兴国山歌是中原古风遗韵和兴国

土著文化相融汇的结晶，是我国民间艺术一颗璀璨的明珠。

唢呐，是一种为广大农民群众所喜爱的乐器，在赣州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

一般百姓家里举办婚丧寿庆、盖新房、庆丰收等等，都要请唢呐乐手来热闹一番。

于都唢呐最为有名，据考证有 1000多年的历史。于都县共有唢呐乐队数百个，

唢呐乐手 2000多人，乡乡有唢呐队，村村有唢呐手。

3、客家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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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客家先民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习惯，如：尚

礼好客的客家礼仪习俗，九狮拜象、山里哭丧、哭嫁、叩娘等民间习俗。这些风

俗习惯涵盖了客家人生活的各方面，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赣州客家人的婚礼中，有个特别的程序——“哭嫁”。哭嫁诉述父母的养育

之恩和对娘家的依恋之情等。哭嫁往往是哭得非常伤心，俗云“闺女不哭，娘家

无福”。哭嫁不仅有专门的哭嫁歌，还有许多程序，新娘哭嫁的内容主要分为三

部分，开始是倾诉姐妹离别之情，接着是哭母女离别之情，最后才是谢客，感谢

众姐妹、众乡亲来送她。

4、客家美食

赣州是客家饮食文化发祥地之一，其客家饮食文化源于中原，是中原传统文

化与赣州土著文化交融的结果，它始于两晋，成熟于明清。其中的客家菜文化内

涵丰厚，从用料、烹制方法到风味自成一派，其味型以鲜辣醇厚见长，清淡脆嫩

兼具，原料山野气息浓郁，烹调方法精妙考究，人文气息意蕴深远，比较符合现

代“返璞归真”的消费观念，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四星望月、酿豆腐、小炒鱼、萝

卜饺、荷包胙、凤眼珍珠、三杯鸡、肉丸子、黄元米果、鱼脯、擂茶等风味独特，

美味可口，是享誉海内外的客家美食。特别是兴国客家的传统菜——粉蒸鱼，1929

年 4月毛泽东在兴国品尝后，亲自命名为“四星望月”。从此声名远播。

三、客家精神

客家精神来自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沉积，来自万里迁徙的磨炼，来自拓展生存

环境的锻冶，来自祖辈一代一代的言传身教，来自客属先贤“源于斯，高于斯”

的添新增彩。赣州孕育伟大的客家民系的同时，也孕育了多彩的客家文化，培育

了不朽的客家精神，即：纯朴善良，勤劳节俭，崇文重教，拼搏进取，热情好客，

开明开放。

人民共和国的摇篮

一、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围攻，1929年 1月 14日，毛

泽东、朱德采取“围魏救赵”战术，率领红四军主力 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向赣

南、闽西挺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拥护下，红军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特别是在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以后，逐渐形成了

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 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

并定都瑞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中国红色中央政权胜

利诞生。

二、长征从这里开始

1、长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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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从苏区突

围，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 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党、政、军领导机

关共 8.6万余人，从瑞金、于都出发，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2、长征精神

中央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后，一路上，红军战士击溃了敌军无数围追

堵截，跋山涉水，翻过连绵起伏的五岭，突破乌江天险，四渡赤水，越过乌蒙山，

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最后翻过岷山，历经十一个省，于

1935年 10月到达陕北。毛泽东曾评价，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

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理想、信念、品质和作风，最后积淀成了伟大的长

征精神。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

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

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

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它像

一面不朽的红旗永远飘扬在人民心中。

三、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根据组织安排，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苏维埃中央

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领导留守的红军部队和干部群众，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 3月，中央苏区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苏区人民惨遭敌人报复。项英、

陈毅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指挥留守红军队伍分成九路，从于都

南部山区向外突围。项英、陈毅辗转来到赣粤边境的油山地区，领导赣粤边红军

游击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其斗争艰苦程度丝毫不亚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它牵

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行动，为党保存了在中

国南方的革命战略支点和一批骨干力量，为后来建立新四军，开辟华东、华中、

华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永恒的苏区精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在领导创建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

据地斗争中培育了伟大的苏区精神。苏区精神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可以概括为：

“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



更多备考资料加展鸿教育徐老师 18000210045 领取

它既是井冈山精神在苏区时期的深化和发展，又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先河和

源头。

在苏区时，中国共产党和苏区干部十分注重执政为民，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

益。党和苏维埃政府所做的每件事情，无不是在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这也是群众

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拥护苏维埃的根本原因。

在瑞金时，毛泽东教导苏区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并率先垂

范。当年，他住在叶坪村时，经常帮助驻地附近农民引水抗旱，组织村民兴修水

利。后来中央政府迁到沙洲坝，为解决饮水问题，毛泽东又亲自指导和帮助沙洲

坝人民打了一口井，这就是著名的“红井”。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人民从心底里感

谢毛主席，特意在井边竖了一块木牌，上写“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后来木牌改为石碑，清澈的井水至今还滋润着沙洲坝的人民。

2.建置沿革

赣南形成行政区的历史悠久。三国吴嘉禾五年（236）设置相当于设区市一级的行

政机构——庐陵南部都尉。宋代分设南安、赣州 2个政区，简称“南赣”。又因地处赣江上

游、江西南部，并于清康熙年间和民国初先后置分巡赣南道和赣南道，亦俗称“赣南”。

秦 始皇帝三十三年（前 214），秦发大军分五军戍五岭，其中一军守庾岭之界，置

南壄县，九江郡，赣南有行政建制县始于此。

汉 高祖元年（前 206），南壄属楚；四年（前 203），改九郡为淮南国，南壄隶之；

五年（前 202），汉灭楚，南壄始隶汉；六年（前 201），置豫章郡，南壄隶之；同时增设

赣县、雩都二县，赣县筑城于益浆溪（今章贡区蟠龙镇一带）。西汉末年，王莽称帝，史称

新莽（9—23），改豫章郡为九江郡，赣南三县隶之。东汉建武元年（25），九江郡复名豫

章郡，南壄县改为南野县，赣县、雩都、南野 3 县仍属豫章郡。兴平元年（194），孙策据

江南，分豫章郡置庐陵郡，赣县、雩都、南野 3县隶之。

三国 吴嘉禾五年（236），分庐陵郡置南部都尉，治雩都，赣南设区市一级行政机构

始于此；析赣县置平阳，析南野置南安，析雩都东北白鹿营地置阳都；后析阳都的陂阳地置

陂阳，不久又改名为揭阳。庐陵南部都尉领 7 县：赣县、雩都、南野、南安、平阳、阳都、

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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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太康元年（280），改南安为南康，改阳都为宁都，改平阳为平固；三年（282），

罢庐陵南部都尉，置南康郡，治雩都，将南野并入南康，南康郡领六县；五年（284），揭

阳复名为陂阳。元康元年（291），南康郡改属江州都督府。东晋永和五年（349），南康郡

治由雩都迁至章、贡两水间（今章贡区河套老城区）。义熙七年（411），南康郡治毁于战

乱，移至贡水东南（今章贡区七里镇）。

南北朝 宋永初元年（420），改南康郡为南康国，治所迁回雩都。大明五年（461），

析宁都虔化屯置虔化县。齐永明元年（483），南康国复为南康郡。梁大同十年（544），析

雩都东南 3乡地置安远县，后废。大宝元年（550），南康郡地大庾改属广东东衡州始兴郡。

承圣元年（552），复迁南康郡治至章、贡二水间（今章贡区河套老城区）。自此，一直相

沿为州、府治及行署、专署所在地。陈（557—589），赣县与南康互易县名。陈太建十三年

（581），由始兴郡分置安远郡，并于安远郡置大庾镇。

隋 开皇九年（589），改南康郡为虔州，隶洪州总管府。平固并入赣县，虔化并入

宁都；十年（590），改安远郡为大庾县，隶广州总管府始兴郡；十三年（593），陂阳县设

石城场，同年一起并入宁都，虔州领四县：赣县、雩都、南康、宁都。十六年（596），大

庾县废县为镇，隶虔州南康县；十八年（598），改宁都县为虔化县。大业元年（605），虔

州改为南康郡，赣县与南康互复原名；十三年（617），农民起义军据虔州称帝，国号楚。

唐 武德五年（622），南康郡复称虔州，仍隶洪州总管府。贞观元年（627），虔州

隶江南道，辖县如前。永淳元年（682），析南康东南地，置南安县（大概辖今信丰、龙南、

定南、全南等地）。神龙元年（705），升大庾镇为大庾县。开元二十一年（733），虔州属

江南西道，领县如旧。天宝元年（742），虔州复为南康郡，改南安县为信丰县；析南安百

丈地置百丈镇，后改虔南镇。乾元元年（758），南康郡又复改为虔州。贞元四年（788），

分雩都东南 3 乡及信丰 1里，复置安远县，虔州领赣县、雩都、信丰、南康、大庾、虔化、

安远 7县。咸通六年（865），并江南西道置镇南军，虔州属之。天祐元年（904），析雩都

县象湖镇淘金场置瑞金监。

五代十国 后梁开平三年（909），卢光稠依附后梁，虔州属梁；四年（910），以虔、

韶 2 州置百胜军。乾化元年（911），析南康西南地置上犹场。贞明四年（918），改虔南镇

为虔南场。南唐昇元元年（937），改百胜军为昭信军，虔州属之。保大十年（952），改上

犹场为上犹县；次年，改瑞金监为瑞金县，改虔南场为龙南县，改石城场为石城县，虔州领

赣县、雩都、信丰、南康、大庾、虔化、安远、上犹、瑞金、龙南、石城 11 县。

宋 开宝八年（975），改昭信军为军州。太平兴国元年（976），改军州复为虔州，

隶江南西路；七年（982），析赣县潋江镇之七乡及庐陵泰和部分辖地置兴国县，析雩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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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 6乡于九州镇置会昌县，虔州领 13 县。淳化元年（990），分虔州原辖之南康、大庾、

上犹 3 县另置南安军，治大庾，虔州领 10 县；自此，赣南分为两个政区，均隶江南西路。

宣和三年（1121），龙南县改名虔南县。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校书郎董德元上书言：

“虔”字为虎头，“虎头州非佳名”，诏令改虔州为赣州（取章、贡二水合流之义），赣州

之名始于此。同年，虔化县改名宁都县，虔南县复改龙南县。嘉定四年（1211），上犹县改

名为南安县。绍定四年（1231），升会昌县为会昌军，仍隶赣州。咸淳五年（1269），会昌

军复为会昌县。

元 至元十三年（1276），改江南西路为江西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赣州、南安

军均隶江西行省；十四年（1277），赣州和南安军分别改为赣州路总管府和南安路总管府；

十五年（1278），江西行省治所迁赣州；十六年（1279），江西行省治所迁回隆兴（今南昌

市），南安县改名为永清，直隶江西行省；次年，永清复名上犹县，改隶南安路；二十四年

（1287），并龙南县入信丰县，并安远县入会昌县，赣州路总管府领赣县、雩都、信丰、兴

国、宁都、会昌、瑞金、石城 8县。元贞元年（1295），升宁都、会昌为州，以石城县隶宁

都州，以瑞金县隶会昌州，赣州路总管府辖宁都、会昌 2 州及赣县、雩都、信丰、兴国 4

县。至大二年（1309），复置龙南、安远 2 县，隶赣州路。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赣州、

南安两路改为府，宁都、会昌 2州复为县，赣州府领赣县、雩都、信丰、兴国、宁都、会昌、

瑞金、石城、龙南、安远 10 县，南安府领大庾、南康、上犹 3 县。

明 洪武九年（1376），江西中书省改为江西承宣布政使司，赣州府和南安府均属之；

十八年（1385），江西分为五道，赣州、南安 2 府均属岭北道。成化十三年（1477），设分

巡岭北道于赣州，赣州、南安 2府属之。弘治七年（1494），置南赣巡抚都察院于赣州，称

虔院；十七年（1504）撤销。正德四年（1509），复置南赣巡抚都察院；十二年（1517），

从上犹、南康、大庾 3 县划出部分辖地奏立崇义县，隶南安府，至此，南安府辖大庾、南康、

上犹、崇义 4 县。嘉靖三十六年（1557），增设分守岭北、岭东、岭南、漳南 4道，统于虔

院，岭北巡、守 2道治赣州，赣州、南安 2 府隶之；四十年（1561），分出潮州程乡县及武

平、安远、兴宁、上杭等县辖地置平远县，隶赣州府；四十二年（1563），只以程乡之义化

等镇及兴宁之大信都为平远县，余地划回原辖县；平远县改隶广东潮州。隆庆三年（1569），

析安远、信丰、龙南部分地置定南县，隶赣州府。万历四年（1576），析安远之寻邬等 15

堡，置长宁县，隶赣州府，至此，赣州府领赣县、雩都、信丰、兴国、宁都、会昌、瑞金、

龙南、安远、石城、定南、长宁 12 县，南安府领大庾、南康、上犹、崇义 4 县。

清 顺治三年（1646），沿袭明制，赣州、南安 2府领县各如明时，改隶江西承宣布

政司。康熙四年（1665），罢虔院；八年（1669），撤销岭北巡、守 2道；十年（1671），

置分巡赣南道，赣州、南安两府隶之。雍正九年（1731），改分巡赣南道为分巡吉南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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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辖吉安府。乾隆十九年（1754），升宁都县为宁都直隶州，辖瑞金、石城 2 县，赣南自此

分为赣州府、南安府、宁都直隶州 3 个政区；同年，改分巡吉南赣道为吉南赣宁兵备道，增

辖宁都直隶州；三十八年（1773），改定南县为厅，隶赣州府。光绪二十九年（1903），划

龙南之大龙堡、新兴堡及信丰之镇南、扬溪、步口、回戈堡，置虔南厅，隶赣州府，至此，

赣州府领赣县、雩都、信丰、兴国、会昌、龙南、安远、长宁 8县及定南、虔南 2厅，南安

府领大庾、南康、上犹、崇义 4 县，宁都直隶州辖瑞金、石城 2 县。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1912），废州、府、厅；2年（1913），统一全国县制，地方政

权只设省、县两级，原宁都直隶州及定南、虔南 2 厅均改为县，赣南 17 县，统辖于江西省

政府；3 年（1914），江西省设浔阳、豫章、庐陵、赣南 4道，赣南道，治赣县，领赣县、

雩都、信丰、兴国、会昌、安远、长宁、龙南、虔南、定南、宁都、瑞金、石城、南康、大

庾、上犹、崇义 17 县；4 年（1915），改长宁县为寻邬县；15 年（1926），废赣南道，其

辖县复直隶于江西省政府；20 年（1931），会昌、寻邬、安远、龙南、定南、虔南、上犹、

崇义、大庾 9县直属于陆海空军司令部南昌行营党政委员会，赣县、雩都、信丰、南康、兴

国 5 县划为江西省第五行政区党政委员会分会统辖，广昌、宁都、石城、瑞金 4 县划为江西

省第六行政区党政委员会分会统辖；21 年（1932），全省划为十三个行政区，赣南各县分

属第九、十一、十二、十三行政区，兴国县归第九行政区，第十一行政区（后改称赣南行政

长官公署）设赣州，辖赣县、南康、信丰、上犹、崇义、大庾 6县，第十二行政区设宁都，

辖宁都、广昌、石城、瑞金、雩都、会昌 6 县，第十三行政区设龙南，辖龙南、定南、虔南、

安远、寻邬 5 县；22 年（1933），第十一、十三行政区合并，改名赣南政务专员公署，先

设大庾，后迁赣州，辖第十一、十三行政区原领 11 个县；24 年（1935），全省改划为 8个

行政区，赣南各县分属江西省第四、八行政区，第四行政区设赣州，辖赣县、南康、信丰、

大庾、上犹、崇义、龙南、定南、虔南、安远、寻邬 11 县，第八行政区设宁都，辖宁都、

广昌、石城、瑞金、会昌、雩都、兴国 7 县。

苏区时期（1928—1935） 赣南多数县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分别于江西、湘赣、粤

赣、赣南省苏维埃政府。1930 年 6 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下属设于赣南的东河、西河苏维

埃政府办事处合并成立赣南革命委员会，为赣南第一个统一的临时红色政权，先后驻雩都步

前岗、赣县江口、信丰县城等地，辖瑞金、兴国、赣县、信丰、雩都、南康、寻邬、安远、

石城 9个县苏维埃政府，安、雩、会、赣 4 个县边界特区和雩北区 2 个苏维埃政府，并管辖

南雄县苏维埃政府；10 月，在信丰成立党政工团合并的赣南行动委员会，赣南革命委员会

改称赣南办事处，驻信丰，辖雩都、兴国、信丰、瑞金、安远 6个县及雩北区苏维埃政府。

1931 年 4 月，宁都、石城 2个苏维埃政府隶属赣西南苏区东路办事处；6 月，撤销赣南各办

事处，原办事处所辖县（区）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9 月，宁都分设宁都、彭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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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宁都县驻黄陂，彭湃县驻固村，均直辖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0 月，湘赣省苏维埃

政府成立，辖上犹、崇义、信丰、南康、大庾 5 个县；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瑞金，瑞金因此称为“红

都”，瑞金县划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直属县，县城改名为“瑞京”。1932 年 2

月，宁都、彭湃 2 个县合并后成立宁都县临时苏维埃政府；4 月，正式成立宁都县苏维埃政

府，直隶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4 月，成立中共河西道委，辖上犹、崇义、南康、遂川及赣

县、万安等河西苏区；9 月信丰和南康苏区机关在赣县韩坊设立信康县苏维埃政府，仍隶属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0 月，上犹、崇义 2 个苏区县失陷，2 县苏维埃政府停止活动。1933

年 1 月，中共江西省委机关迁入宁都县城，再迁驻县城城北七里村；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

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县；1 月，宁都县改名博生县；7月，从博生县划出洛口、长胜地区，

加上洛口与广昌、宜黄、瑞金、兴国等县的毗邻地，分别成立洛口县和长胜县苏维埃政府；

8月，从会昌县划出西江、筠门岭地区，加上西江与雩都县毗邻的黄龙、宽田、沙心等区，

分别成立西江县和门岭县苏维埃政府；8月，从石城县分出横江、大由、珠江、洋地、龙岗

等区，加上毗邻的瑞金及福建宁化县部分辖地，增设太雷县；以兴国县均村地区为中心，增

设杨殷县；均隶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月，以雩都、会昌、西江、门岭、寻邬、安远、信

康 7 县设立粤赣省，驻会昌文武坝。1934 年 2 月，寻邬县苏区全部和安远县苏区大部失守，

2县遂合并成立寻安县苏维埃政府，仍隶于粤赣省；3 月，信康县改名登贤县，辖原雩都畚

岭、小溪和原赣县长洛、大田以及原会昌茶梓、乱石等 6个区，隶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5

月，长胜、西江、太雷 3县划属中央人民委员会直接领导；6 月，登贤县改隶于赣南战地委

员会；7 月，中央决定设立赣南省，驻雩都县城；8 月，成立赣南省苏维埃政府，辖赣县、

雩都、登贤、杨殷 4 个苏区县；9 月，门岭县与寻安县合并，在雩都小溪成立寻安会县苏维

埃政府，隶于赣南省，不久停止活动；10 月，石城、兴国、宁都县城失陷；10 月，在瑞金

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治所由瑞金云石山迁至雩都宽田；中央政府办事处

以宽田为中心，成立瑞西县苏维埃政府，直属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合 并兴国县东南部苏

区和胜利县西南部苏区，设立兴胜县，同时成立兴胜县苏维埃政府，辖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11 月，瑞金县、雩都县、会昌县失陷。1935 年 3 月，中央苏区全部丧失。

赣县解放（1949 年 8 月 14 日至 9 月 30 日） 1949 年 8 月 14 日，赣县解放，划出赣县

原辖的赣州镇设赣州市，江西赣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赣州市，辖赣州市、赣县、南康、

大庾、上犹、崇义、信丰、龙南、定南、虔南、安远、宁都、雩都、兴国、瑞金、会昌、石

城、寻邬 18 县（市）；8月 27 日，赣西南行政公署成立，驻赣州市，辖赣州、宁都、吉安

3个分区；9 月中旬，成立宁都 （原议名瑞金分区）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宁都，原江

西赣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的宁都、雩都、兴国、瑞金、会昌、石城、寻邬 7县及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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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分区所辖的广昌，改由宁都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赣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赣

州市、赣县、南康、大庾、上犹、崇义、信丰、龙南、定南、虔南、安远 11 县（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 11 月，撤销赣州分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其所辖县（市）改

由赣西南行政公署直接管辖。1951 年 6 月，撤销赣西南行政公署，成立赣州区专员公署，

为江西省人民政府派出机关，驻赣州市，辖原赣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领 11 县（市）；

宁都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为省直接管辖。1952 年 8 月，撤销宁都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所领 8 县，除广昌划归抚州分区管辖外，余均改隶赣州区专员公署。赣州区专员公署领 18

县（市）：赣州市、赣县、南康、大庾、上犹、崇义、信丰、龙南、定南、虔南、安远、宁

都、雩都、兴国、瑞金、会昌、石城、寻邬。1954 年，撤销赣州区专员公署，成立赣南行

政公署，驻赣州市；同年 7 月，广昌县划入管辖，赣南行政公署共辖 19 县（市）。1957 年，

经国务院批准，改变县用名字，雩都改于都，大庾改大余，虔南改全南，寻邬改寻乌。1964

年 5 月，撤销赣南行政公署，成立赣州专员公署，驻地与辖县如旧。1967 年 1 月，赣州专

员公署被赣州地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非法夺权；同年 9 月，成立赣州专区临时领导小组。1968

年 2 月，成立赣州专区革命委员会；1971 年 1 月，改名为赣州地区革命委员会。1978 年 8

月，撤销赣州地区革命委员会，设立赣州地区行政公署。1983 年 10 月，广昌县划归抚州地

区管辖。1990 年 9 月，成立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直属赣州地区，1991 年 12 月，改称赣州

黄金岭经济技术开发区，隶赣州市。1994 年 5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瑞金县，设立县级

瑞金市。1995 年 3 月，国务院批准南康撤县设市，南康市为县级市。1999 年 2 月，经国务

院批准同意，决定撤销赣州地区和县级赣州市，分别设立地级赣州市和市辖章贡区。南康市、

瑞金市由省直辖，赣州市代管。1999 年 7 月，黄金岭经济技术开发区上划隶属地级赣州市；

10 月与赣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并，成立赣州黄金开发区。2004 年 6 月，赣州黄金开

发区更名为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008 年 11 月，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更名为赣州开发区。

2009 年 2 月，分出章贡区湖边镇、南康市潭口镇划归赣州开发区管辖，赣州开发区辖蟠龙、

潭东、湖边、潭口 4镇和黄金岭街道办事处。2013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南康市，

设立市辖南康区。南康区三江乡的解胜、博罗、筱坝 3 个行政村划归潭东镇管辖。南康区潭

口镇的下坝、金塘、台头、村头 4 个行政村划归南康区龙岭镇管辖。潭东镇、潭口镇划归章

贡区管辖。2016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赣县撤县设区为赣县区，以原赣县的行政区

域为赣县区的行政区域。2016 年 3 月，赣州蓉江新区获批成立，2017 年 5 月正式挂牌。蓉

江新区是赣州市成立的城市新区，是赣州市政府派出机构，为正县级建制。管理区域范围：

北起上犹江（凤岗至蟠龙段）；南至潭口镇上元村；西起蓉江（潭口龙岭交界段）；东至章

江，包括潭东镇、潭口镇全域，以及蟠龙镇武陵村、坝上村、当塘村、虎形村、箩渡村等 5

个行政村全域（含黄金村位于坝上村的部分土地），黄金岭街道办事处坪路村、新路村等 2

个行政村全域。2019 年年底，赣州市辖 3 个区，14 个县，代管瑞金 1 个县级市，有 28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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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7个街道办事处。另有赣州蓉江新区和管理 4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即赣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赣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瑞金经济技术开发区。

【行政区划】 2019 年年末，赣州市辖赣县区、章贡区、南康区 3个市辖区，以及大余、上

犹、崇义、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安远、宁都、于都、兴国、会昌、石城、寻乌 14 个

县，代管瑞金 1 个县级市，共 18 个县级政区。全市有 7个街道办事处、145 个镇、140 个乡

（含民族乡 1 个），496 个居民委员会、3461 个村民委员会。

3. 2001-2012 年赣州市获荣誉称号

2001 年

赣州市获江西省委、省政府表彰的 2000~2001 年度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

市称号

2002 年

赣州市政府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全省利用外资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赣州市政府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全省外贸出口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2003 年

赣州市政府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 2003 年度全省经协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赣州市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全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综合考评二

等奖称号

2004 年

赣州市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 2004 年度开放型经济强市称号

赣州市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工业三年翻番全面先进单位称号

赣州市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年度贡献奖称号

2005 年

赣州市获南京军区表彰的全国军事设施保护先进单位称号

赣州市获江西省委、省政府表彰的全省招商引资强市称号

赣州市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 2005 年度开放型经济发展综合奖称号

赣州市获江西省委、省政府表彰的全省机电产品出口先进设区市称号

2006 年



更多备考资料加展鸿教育徐老师 18000210045 领取

赣州市政府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江西省“十五”期间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先进

单位称号

赣州市政府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2005~2006年度全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先进

设区市称号

赣州市政府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江西省 2006 年度工业崛起设区市年度贡献

奖称号

2007 年

赣州市获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表彰的全国双拥

模范城称号

赣州市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 2007 年度过设区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综合奖称号

赣州市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全省 2007 年度加快工业发展加速工业崛起年度

贡献奖称号

赣州市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全省 2007 年度加快工业发展加速工业崛起工业

三年翻番全面先进单位称号

2008 年

赣州市获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表彰的第四届(2005~2008 年)全国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称号

赣州市政府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 2008 年全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先进设区

市称号

赣州市政府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 2008 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江西境内传递活

动优秀组织奖称号

2009 年

赣州市获民政部表彰的全国清明节工作成绩突出单位称号

赣州市获中央综治委表彰的第二届综治“长安杯”称号

赣州市获中央综治委表彰的2004~2008年度全国铁路护路联防先进单位称号

赣州市获江西省委、省政府表彰的 2009 年度全省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先进称

号

赣州市政府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先进设区市称号

2010 年

赣州市获卫生部表彰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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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获江西省委、省政府表彰的江西省第三届文明城市称号

赣州市获江西省政府表彰的全省造地增粮富民工程建设先进设区市称号

2011 年

赣州市获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

表彰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地区称号

赣州市获中央文明办表彰的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城市称号

赣州市获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表彰的国家“双

拥”模范城称号

2012 年

赣州市人民政府获江西省政府表彰 2011 年度全省耕地保护工作先进设区市

赣州市人民政府获江西省政府表彰全省依法用地和节约集约用地模范县市

区

2013－2014 年荣誉

2013 年

赣州市获 2013 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称号

赣州市获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优秀市称号

赣州市获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称号

赣州市获首届全省“平安杯”称号

2014 年

赣州市荣膺全国首批创建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全省首届生态

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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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再添两名中国好人

10 月 27 日，中央文明办发布 2020 年 8 月至 9 月中国好人榜名单。江

西共有 15 人荣登榜单，其中赣州有 2 人，分别是兴国县黄达财获评诚

实守信好人，寻乌县吉志雄获评敬业奉献好人。

兴国县江背镇的黄达财原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有 3 个幼小女

儿，赡养着 3 位老人，妻子摔伤致残。面对如此困难，他没有逃避，靠

意志、靠勤劳、靠诚信扛起家庭重担。2016 年，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帮

助下，他养了一万羽鸡苗，赚了一万余元，激发了他自主脱贫的信心。

2017 年，黄达财在结对帮扶干部的帮助下申请了 8 万元贴息贷款，用

于扩大养殖规模，种植了 10 余亩脐橙，并于当年脱贫摘帽。他助人为

乐，经常免费为村民家的鸡鸭注射疫苗。有的客户预先没有约好，来买

鸡苗稍晚了点，却又碰巧他的鸡苗售完，他都主动掏钱给客户补助车费。

吉志雄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三级调研员，2016 年 1 月到寻乌县开

展对口支援和扶贫工作，担任晨光镇高布村第一书记。扶贫任期三次期

满后，他三次主动留下。扶贫 4 年多来，他指导原先软弱涣散的高布村

党支部打了翻身仗，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党支部。到 2019 年底，高布

村贫困户全部脱贫，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增加到 45 万元。2020 年春

节，他中断休假回村开展疫情防控，个人购买 2 万多元口罩捐给全村村

民和急救中心，为武汉防疫捐款 6600 元。2018 年 10 月，他被中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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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工委授予“脱贫攻坚优秀个人”称号。2020 年 10 月获评全

省脱贫攻坚奖贡献奖、江西“最美扶贫干部”。

赣州之最

吴•嘉禾五年（公元 236） 分庐陵郡设立庐陵南部都尉，治于都。

领辖 7县：于都、赣县、南野（约辖今大余、上犹、崇义等地）、南

安（约辖今南康、信丰、龙南、定南、全南等地）、平阳（今兴国）、

阳都、揭阳（析于都白鹿营地置阳都；又析阳都陂阳地置陂阳县，随

后改为揭阳）。为赣南有统一的政区中心之始。

宋•元嘉（公元 424~453）年间 郡人邓德明著《南康记》，是最

早记述赣南山川风物的一部书。

清光绪二十四年（1878） 赣州濂溪书院附设致用中学堂，为赣

南新学之始。

清光绪二十八年（1882）十一月 《日新汇报》（五日刊）创刊，

铅印发行。为赣南地区出版报刊之始。

清宣统二年（1910）六月 赣州幼女公学开学，为赣州有女学之

始。

民国 7年（1918）10月 光华电灯厂在赣州城东外建成发电，为

赣南火力发电之始。

民国 15年（1936）9月 赣州光华公司电影院开办，放映 16毫

米无声电影，为赣南有电影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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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27年（1938） 私商在赣州开设光明电池厂，为赣南电池生

产之始。

民国 28年（1939） 私商在赣州兴办民生火柴厂，为赣南生产火

柴之始。

民国 38年（1949）8月 17日 中国人民银行赣州支行成立，赣

南开始发行人民币。

1950年 3月 赣州同心戏院邀请采茶艺人刘日凤、朱琳山、谢德

胜等人到赣州演出，为赣南采茶戏进城市演出之始。

1955年 3月 8日 我国第一座坝内厂房式水力发电站——上犹江

水电站在上犹陡水开工兴建。1957年 10月建成发电，装机 6万千瓦。

1958年 4 月 27日 中央农业科学院、省农业厅、赣南行署抽调

一批农业科学研究人员，在兴国埠头建成全国第一个山区农业综合研

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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