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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江 十八;要在經濟 文化 的 歷 史 變 遷
耿艷鵬

江西萬安縣政協

讀江是江西的母親河 。 在它的流域，形成了

頗有特色的讀江文化 。 讀江十八灘 ， 是指輯江從章貴

州、|城下流至萬安縣域段。其間河道曲折，河面時窄

時寬，河床中 多處怪石交錯， 古有二 十 四 險灘之

稱，經宋代以來多次疏導 ， 而以十八險灘 著 名 於

世，這也就形成了十八灘歷史和十八灘文化 。 這十

八灘從車貴州順流而下依次為 : 儲灘 、 鱉灘 、 橫弦

灘、 天柱灘、 小湖灘、 銅盆灘、 陰灘、 陽灘、 會神

灘 (以上九灘屬輯縣) ; 良口灘、 昆倉灘、 曉灘、 武

朔 (武術)灘、 小廖灘、 大廖灘、 棉津灘、 漂神灘、

惶思 (原名黃公)灘 (以上九灘屬萬安縣)。 自古以來灘

名 說法不一 。 萬安九灘 名 今 依《萬安縣交通志〉

1 989年版; 輩輩縣九灘名見清同治十二年 ( 1 873年) 版

《萬 安縣志 〉

一、 醫江十八灘流域的交通發展

在近代修築轎粵公路以前 ， 讀江是江西 、 乃

至中原通往嶺南的重要交通要道 。 人員的流動，物

產的流動 ， 自然形成了 文化和風俗的交流、 融匯 ，

久之，流域內就形成 自 己的歷史文化和民俗特色。

早在新石 器時代 ， 章責江流域就有人類生存活 動 。 考

古工作者曾在十八灘頭的魚梁城 (現萬安縣城對岸)

舊址發掘出石斧、 打眼石範和各種印紋陶片等新石

器時代物器 ， 證明五千年前 ， 先民就曾在此生產生

活，繁衍後代 。 他們面河而居 ， 正是重視水的作用

和河流的交通便利 。 有的學者研究廣東曲江石峽遺

址 ， 認為 “石峽文化的人們不僅與長江下游的史前

人們有著密切的交往關係，與其相鄰近的江西讀江

流域的史前人們也有看密切的交往 ， 並認為從地理

位置上考察 ， 廣東東北部從始興、 南雄這一線與讀

南之間有谷地和山 口 相連 ， 可通輩輩江上游 。 這就表

明 ， 在四五千年前 ， 嶺南和詣江流域就有過人員直

接或間 接的交往" ( { 長江文化史〉 李 學勤 、 徐古

軍主編 ， 江西教育出版社 1 995年 1 2月版第 89 頁)。

春秋戰 國時期，曾有大量的吳地越民因避戰

亂而 南逃 。 〈史記 ﹒ 四十 一 ﹒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

一 》 記 : “ 王無強時，越興師北伐齊 ， 西伐楚，

與中 國爭強" 。 但此戰的結果卻是慘敗， “楚威

王興兵而伐之 ， 大敗越 ， 殺玉無強，盡取故吳地到

漸北，北破齊於徐州。 而越以此散，諸 族子爭立，

或為王 ， 或為君 ， j賓 於 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史

記 } ，中 國友誼出版公司 1 993年1 2月版第 225 頁) 。

秦始皇統一中 國後，不但仍有越人南遷嶺南，而且

由於當時嶺南等地區 屬於荒涼地區，為促進開發，

也為懲罰一些人 ， 還曾於 “三十三年，發諸嘗過亡

人、 贅 婿 、 買人略取陸梁地 ， 為桂林、 象郡 、 南

海，以適遣戌。" “三十四年 ， 適治獄吏不直者 ，

築長城及南越地。 " (同上書第 39 頁)。

這樣，就有了一個交通問題。當時，中原南

行有幾條通道 : 漢 “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

波將軍，出桂陽，下煌水 ; 主爵都尉楊仆為樓船將

軍 ， 山豫章，下橫浦; 故歸義粵侯二 人為戈船、 下

瀨將軍 ， 出零陵，或下漓水 ， 或抵蒼梧; 使馳 義侯

因巴蜀罪人 ， 發夜郎兵 ， 下眸柯江; 咸會番禹 。 "

( { 漢 書卷九十 五 ﹒ 西 南 夷兩粵朝鮮傳第 六 十五〉

中華書局版第3857頁)。橫浦，即今 日 江西大余縣，

因秦代在大庚嶺設有橫浦關而得名 。 從豫章 (南昌)

到達橫浦 (大余) ， 再翻過大庚嶺橫浦關 (今梅嶺) ， 到

達南雄的演水 (即潰江 。 當時演江水深河寬) 。 禎江

經韶關匯武水入北江，連通珠江 ， 可達海邊 。 這條

交通要道是當時中原通嶺南幾條路中最便利的一條

( 其他還有 : 出零武 ( 今湖南零陵 〉 下漓水 ( 廣 西

漓 江〉 、 經桂州 ( 今桂林 ) ; 二是 出桂陽 ( 屬湖

南省 ) 下武水 ( 樂 昌縣武江〉 、 經韶州 ( 今 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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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等) 。 東晉末期， 天下戰亂紛紛，形成南北朝

時期 。 北方由於種種原 因連年戰爭不斷，相 比 之

下，南方諸 朝廷較為安定一些，因此 ， 輯江 、 湘

江 、 漢水及江昕一帶經濟得到很好的發展，全 國經

濟重心開始南移 。 尤其情朝修通了京杭大運河，水

路交通更真有重大意義 ， 帶 動 連通嶺南的語江水運

的繁榮。 至唐代 ， 隨著 國內相對安寧， 國泰民安，

經濟發展，與世界不少 國家有文化貿易來往 。 尤其

嶺南由於海路貿易的發展，廣州、|已成為全 國對外貿

易的大都會和重要 港口，與中原經濟交往大大增

加 。 正如 曾任洪州刺史 、 中書令的張九齡 所 云 :

“海外諸 國， 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屢蛤

之利，上足以備 府軍之用，下足以瞻江准之求" 。

而 “嶺東廢路，人苦峻極，. . . . . . 顛擠用惕，漸絕其

元"C { 開 鑿大庚嶺路序》 ﹒ 《張九齡 詩 文 選 〉

羅韜選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10 月 版第 272

頁) 。 交通的不便，嚴重影響了經貿的發展 。 為繁榮

經賀，加大嶺南與內地聯繫 ' 深有體昧的廣東曲江

人，時任左拾遺 、 內供奉官的張九齡上書朝廷，並

獲准，於唐玄宗開元四年 (716年) 十一月，親督民工

開鑿梅嶺驛道 。 至此，以長安為中心的中原通往全

國的四條幹線交通，亦是古驛道中的東路: 長安

洛陽一沖 (今河南開封) 一宋 (今河南商邱) C注: 見

《中 國通史簡編〉 修訂本第三 編第一冊，范 文 瀾

著，人民出版社1965 年11 月 版第 267 頁) 一徐州一

壽縣 丹陽一九江一南昌一治蹟江而上 至萬安武朔

輯州一南康一大余 橫浦關 (梅嶺) 入嶺南 : 男一

條治錯江而上至萬安造口一輩貴州一南康 過洋山一

九凝山，連通長安一長沮奸一廣西的南路幹線 (亦為古

驛道) 更便利7。 在萬安還有一條重要的陸路古驛

道，是舟船行至萬安武朔上岸，經黃塘 (今寶山鄉)

至興 國經瑞金進福建。 【注 : 參 見 〈萬 安縣志〉

(清) 、 〈萬安縣交通志 }( l 989 年版) 】 ' 這樣，全

國幹線交通網更臻完善 ， 大大利 於經濟發展和人員

往來 。 就此看 出，由於萬安處在輯江之潰，地理位

置顯要 ， 成為中原至嶺南的水陸交通幹線的重要位

置上，這無疑對話江十八灘區域經濟文化發展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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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推 動。 據地方志和地名資料，在治醫江邊，今

日 萬安縣境內，唐代已出現一些一定規模的村庄，

如韶口鄉南元 、 西韶，窟頭鎮城洲 、 街的上 、 夏坪

等村，窟頭市汗 、 百嘉 (原名灘頭) 市呼和良口 市仔

已開始形成。 為了 克服十八險灘的航運障礙，唐德、

宗貞元初 (785 年) 虔州 (今章貴州、1) 刺史路應進行了有

史以來的第一次航道疏竣工程，鑿輯石模險，以通

舟道 。 這時，不少從中原遷徙來的人家已在十八灘

流域及萬安各地安家落戶 。 正因為交通的改善與發

達，帶來人員的增多，推動了商業和地方經濟的發

展，並在昔 日 魚梁城對岸形成了一個船泊口岸 。 這

個 口 岸與十八灘很有關係，因為它就處 於十八灘中

最險的黃公灘 (後改名惶恐灘) 頭，凡要溯譜江而上

的船隻，必得在此靠岸，請有經驗的灘師 (即領水

員) 帶過險灘去，方得平安 。 黃公灘之險，不但因它

處在醫江一個拐彎處，水下怪石 峭拔 ， 灘中有塊屏

風石 (亦稱猴子石 )，航道狹窄彎曲，暗礁潛藏，水

流奔暴，而且萬安東華山區匯集的龍溪河水正在此

處衝入諸江。 兩水交匯 ， 更使得水中漩渦加劇，不

慎之不是船蝕礁，就是注重翻船，歷來船家視此為險

途，臨行之前，必到岸上的向公廟燒香求保佑。 南

唐保大元年 C943年) ，在此置萬安鎮 。 此地惰屬泰和

縣 ， 唐時將原遂興縣域置龍泉場，萬安鎮地隨

之。 據 說 當時設鎮時在土中挖得石 符 一l跌，上有

“地界兩州，神秀所嚼 。 更為都皂 ， 萬 民以安" ， 

采其 義而名之 。 朱嘉祐六年 (1061年) ，虔州知州越

再次疏渡江黃公灘以上各險灘，以殺水勢 (見清同治

版 C{萬安縣志》卷一)，並賦詩一首:

江南歷盡多山水 ， 獨讀濃濃三百里。

移舟夜泊黃公灘，晝角鳥鳥晚風起 。

1西鷗宿鷺四散飛，夢魂↑京人漁夫耳 。

三通道遁東方明，叉是當工遇行矣 。

橫波利石千萬層 ， 板繩縛頸如 山登 。

危途終致險且升， 自 願忠信平生究。

C { 萬安縣志〉卷十九)

讀此詩如聞其聲，如臨其境 。 十八灘雖作了些

訐疏 動 ，但仍然行程驚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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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萬安鎮及諸江十八灘 “路當衝要 ， 溯

上則喉控交廣 ， 順下則領帶江湖，水陸之險阻，潛

運之會通 ， 事至繁也.. ( 宋 ﹒ 胡銓《廳、壁記 > 0 {萬

安縣志〉卷十七 ) 其地理位置的重要 ， 流域人文經

濟的發達，所以在宋熙寧四年(1071年) ， 朝廷批准

從龍泉 ( 今遂川 )縣、 泰和縣、 讀縣等各劃數鄉設立

高安縣。這也是十八灘流域開發興旺的時期。

北宋時期 ， 南方是較安定的。即使後來金兵

入侵中原 ， 朝廷南遷臨安( 今杭州、1 ) ， 演成南宋 ， 南

方也一直是經濟、 文化較發達的地區。至元到明

代 ， 戰亂一旦停止 ， 依河潛發展起來的都市就馬上

能再度繁華起來 ， 治河流域經濟發展也是很快的。

這其中的推 動 力 ， 我以為一是朝廷官 府的潛運和民

間的商運。當時輩輩撫 、 吉泰平原是魚米之鄉 ， 素有

糧倉之稱 ， 加上茶葉、 桑麻、 四時物產 ， 或上貢朝

廷 ， 或外運其他都市 ， 或通嶺南走海路遠銷他圓 ，

隨之而來的，是東西南北各地的各種物產的交流 。

尤其宋代以來 ， 江西以質量好的粵鹽代替質量差的

准鹽 ， 而朝廷對鹽實行專賣制度 ， 官運官銷 ， 從南

雄轉入虔州、 江西內地食鹽不斷增多。這都給當地

很大的影響 。 許多各地商品到來，或留用，或學習

制作 ， 或轉運 ， 推 動 了 當地農商手工業的發展。隨

著航運的發達 ， 首先營造的就是商埠口岸 ， 這也就

是為什麼萬安建縣時間並不 長 ， 萬 安城就 繁華起

來 ， 尤其城池五雲門至芙蓉門治江一帶 ， 更是熱鬧

非凡。每天南來北往客貨船只在萬安縣城停靠。船

夫 、 挑 夫 、 客商不斷增多 。帶來無數商機 ， 其茶

樓 、 客棧 、 花街 、 蔑當行 、 灘師業 ， 直至民 國初期

水運衰落才慢慢風光不再。良口士于明代時即曾有店

家五百多間 。為什麼小時鎮能繁華起來?它離萬安

縣城80里 ， 逆水行舟 ， 當晚必得在此住宿 ; 它離轎

州115 里 ， 順水雖然快一點 ， 但過了九灘之後 ， 到

此亦晚 ， 再前行無較大哥鎮可 住多人 ， 也必在此停

泊過夜 ， 如此 ， 良口好鎮百業興旺也是必然的了。

二 、 讀江十八灘流域的文化發展

對十八灘流域文化發展起推 動 的影響力 ，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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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南來北往的人員交 流。 輯江十八灘素有 “小三

峽" 之譽 ， 兩岸崇山峻嶺 ， 彎彎河道 ， 揣激水流 ，

會吸引了許多文人名士 、 達官貴人 ， 以及舉家遷徙

的過路客。影響大的是兩種人 : 任官與貶宮。任官

躊躇滿志 ， 往往借山借水抒發豪情 壯志和某種感

概。而自 宋以來 ， 尤其明代以來 ， 萬安教育發達 ，

有名氣的學宮書院就十多處 ， 歐陽修、 文天祥、 解

緒、 周敦頤等名人經常來此講學 ， 推 動了教化的深

入。

十八灘流域外來人員交流的男一個特點 ， 就

是客家文化。如前所述 ， 萬安十八灘早在秦漢時期

就開始有中原人流了，南北朝以後更多的中原人因

各種原因遷徙到江西 ， 吉州、 廬腹、 萬安一帶是他

們的落腳地之一。像章責南諸 多客家一樣 ， 萬安客家

除了少數 “老客" 外 ， 更多的是從萬安轉遭出去 ，

若干年後叉回 來定居的 “新客籍" 。據地 名 普查

時得來的資料 ， 萬安客家人基本都是原籍中原 (河南

居多) ， “新客籍" 多是廣東五華 、 龍川 、 清遠 ，

福建上 抗 、 汀州等地遷來 ， 聚居在萬 安 “上鄉"

( 萬安俗以縣城為界 ， 龍江上游兩岸 各 鄉為 “上

鄉" ; 龍江下游兩岸各鄉稱 “下鄉.. 。從鄉 、 村

數和相比人數 ， 差不多各佔全縣的一半。)。雖然萬

安 “下鄉" 一些山區也有客家人 ， 但在萬安十分

鮮明的文化、 民俗界線 ， 就是以縣城為臨 界點 ，

“上鄉" 為客家 文化區域 ， “下鄉.. 為讀文化 ( 或

稱吳文化) 區域 ， 這從語言 (方言)、 生產習債、 生活

風俗、 飲食、 婚嫁、 民居等習俗來判斷 ， 是很明顯

的 。 所以說，大客家 文化區域應從閩粵 、 嶺南延劃

到萬安縣 “上鄉" 片為宜 。

由於萬安 “上鄉.. 片各鄉就是讀江十八灘所

在地 ， 客家人北往南來 ， 有的地方常常出現你走我

來 ， 我遷他居的現象 ， 這樣較長時期的流徙 ' 帶來

了不少中原、 廣東、 福建各地的生產經驗和豐富多

彩的民俗風情 ， 無形中豐富了文化交流 ， 使十八灘

歷史、 民俗文化更豐富多彩。萬安自 明代以來就流

傳采茶戲。萬安雖然古屬吉州、 今屬吉安地區，那

裡也有吉安采茶戲 ， 但由於萬安客 家文化與嶺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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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所以萬安采茶戲一直治襲以客家風味為主體

的輯南采茶風格 。 十八灘流傳的龍燈 、 股子燈 、 麒

麟獅象燈等燈彩，也是與諸南、 閩粵的客家燈彩相

類似 。 “上 鄉 " 到處 可見的生 土 “干 打 壘 " 房

屋，在 “ 下 鄉 " 就 很 少見 ; “上 鄉 " 人 喜 歡 走

客 、 集聚，真是 開 口 “瑪格 " 就 可以親熱起來，

“下鄉 " 人似乎在性格上 多 數與 此 並 不同 。 近 些

年，由於讀江上修建萬安水電站，十八灘被淹，庫

區水位提高，大批客家 “上鄉 " 人搬遷到了 “下

鄉" ，文化民俗的相互影響和交融，已有一些看得

見的變化 。 如客家人講究衛生，尤其室外和廳堂 、

廚房衛生 ;對來客熱情，以茶相待等，過去 “下

鄉" 一些人家這方面習慣不同，現在受到客家移民

戶的影響，環境衛生和堂屋 、 廚房衛生改觀了很

多，並受客家移民影響，亦熱，L、在住房周邊多栽樹

植果 。 客家婦女過去下田勞動的少，現在移民後，

受 “下鄉" 婦女影響，也更更勤快了 。 這些表明，

人員 、 物產 、 民俗的流融，是很有好處的 。

三 、 近代水利工程的發展

近代以來，十八灘遭遇了不少大的變革 。 一

些愛 國的知識份子曾想過開發利用輯江水資源 。 在

他們的推動下， 1 927年至1940年，江西省水利局多

次進行過十八灘段實測規劃，拿出了實測地形圖 。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 抗 日 戰爭時期，雖然江西是前

線的後方，但 日 寇飛機經常轟炸章貴州一帶，美 國陳

納德、飛行大隊在十八灘上空奮戰 日 寇飛機，空戰時

時激烈 。 盡管這樣，工程技術人員還是千方百計進

行開發十八灘的設計，並於1945 年正式提出了《江

西省域安水利工程〉計畫u ' 這個 KVA (讀域安)計劃

是以美 國TVA 方式 (即田納西水利綜合開發方式)為

籃本設計的，第一次提出在十八灘上修建水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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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並搞綜合開發，改善兩岸灌溉條件 。 但由於 國

民仕黨政府腐敗，不久叉挑起內戰，一切建設計劃

都落空 。 1949 年 8月 7 日 萬安解放後，人民政府才

真正 把整治十八灘提上 了 議 事 日 程，先後 於1951

年、 1954年、 1 956處進行了炸礁疏渡工程，使十八

灘航運條件大大改觀，兩岸經濟有了新的發展，文

教事業也日 新月 異 。 為了 開發利用諸江水，造福老

區人民， 國家決定修建萬安水利樞紐工程 。 1958年

上馬，因蘇聯專家撤走， 國家經濟困難，電站 的60

年下馬 。 1 978年，乘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東風，

萬安水電站再次上馬了 。 經多方艱苦努力，十八灘

兩岸三萬 多人 (此是萬安數，未包括輯縣等地移民

數)按期完成舉家搬遷，支援 國家重點工程建設 。 電

站終於 於1990 年11 月 實現第一台機組並網發電 。

1993 年 5月 30 日 ，萬安水電站正式下鬧蓄水發電，

標志著積江十八灘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人們千百

年來化水害為水利，讓轎江造福人民，並根本改善

千里讀江航運條件的願望 變成了現實 。

四 、小結

通觀輯江十八灘古往今來的開發歷史，我們己

認識到過去十八灘流域的發展與繁榮，得益於交通

(水運業) 的發達和近河人員流徙帶來的商機和影

響，以及交流融合 。 而近幾十年十八灘流域的經濟

衰退和文化缺乏活力，也主要是因為陸路交通發展

並逐漸形成主流後，水運交通相應衰退，而這種衰

退叉使得處 於大山峽谷間的轎江十八灘流域交通閉

塞，人流減少，信息不靈，區 域相對成了封閉狀

態 。 它影響了生產，影響了教育，也自然影響了生

活 。 尤其在當今改革開放的時代，?台海、 交通發達

地區發生 了 巨變，而閉塞的十八灘流域還正在扶

貧，力爭脫貧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