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康区唐江圩

明代初期，唐江圩以7家店铺成集，取名
太平圩。后因圩中有一过路池塘，圩旁又是
上犹江，改名塘江圩，后来简写成今名。直
至清道光年间（1821 年—1850 年），商业发
达、市场繁荣，唐江圩形成赣、粤、湘3省9县
（市）附近30多个乡镇工农业产品的集散地，
是当时江西省四大名镇之一。

圩镇所产唐江蜜饯、唐江布、红白糖、冰
糖、小手工业品等，因质优量多而名扬省内
外。遂川的茶叶、茶油，万安、吉安、泰和、樟
树等地的米、豆、花生、棉花，上犹、崇义的竹
木山货，广东的食盐、海味、日用百货，源源
不断地汇聚到此集散。抗战时期，有糖、米、
油、豆、布匹、纸张、畜、禽、鱼、蛋、竹、木等几
十个行栈 722家大小商户，其中资本雄厚的
商业大户有成百家。抗战胜利后，外来商户
迁回原地，加上法币贬值、通货膨胀，许多商
户停业倒闭。

新中国成立后，唐江市场得到恢复与
发展，至 1949 年底，有商户 211 家。1979
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唐江圩已初步形成
开放式、多渠道、工农商一体化的社会主
义新型农村市场。1985 年，有各类商业网
点 68 个，业务人员 574 人；还有 400 多户外
地客商和本地 700 多户个体工商户开店设
摊。农历一、四、七为圩日，赶集的农民、
商贩日均 4 万多人，节日高峰时可达六七
万人。

上犹县营前圩

营前圩古名太傅圩，相传系因唐末虔州
节度使卢光稠曾在此驻节设有兵营，后赠封
卢光稠为太傅，故有此名。明代在太傅营前
筑城，名为营前城，实为圩场，故后人习惯称

之为营前圩。

营前地处丘陵，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人烟稠密，清代已是上犹县西北部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此创办
工农消费合作社，开设 7 个店面，分别取名
为胜记、利记、安记、全记、亿记、万记、红
记，意为革命事业一定要胜利，亿万年都要
火红兴旺。

营前古圩原本建在营前河边，1956 年，
因建造上犹江水电站，迁至今址。20 世纪
80 年代，圩场设有集体和个体开办的各种
商店 100 多家，零售货摊 200 多个。农历
二、五、八为圩日，崇义、南康、遂川及湖南
桂东的客商，还有本地的农民一万多人前
来赴圩。久负盛名的营前仔猪、鱼、虾、土
纸、竹椅、火笼等农副产品在此集散，运销
广东、湖南等地。

会昌县筠门岭圩

筠门岭圩始建于明隆庆年间（1567年—
1572年），当地有“先有梁国栋，后有门岭圩”
之说。据传，最先有福建上杭人梁国栋来此
经商，后来当地人也相继在此开店，逐渐形
成圩场。至清光绪年间（1871年—1908年），
外地商人接踵而至，由原来 1 条街发展到 5
条街、2个圩坪、300多家店铺，成为闽粤赣三
省边际城乡物资交换的重镇。

该镇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重要
的革命根据地。1933年 4月，在此成立粤赣
省苏维埃政府、粤赣省消费合作总社、红军
消费合作总社，还有当地的筠门岭消费合作
社。当时，筠门岭成为中央苏区的南大门，
对外物资交流的重要口岸。

抗日战争期间，筠门岭圩是前线的大后
方，17省的商人纷至沓来，开设了 17个行业
共 400 多家商铺。其中饭馆、茶馆 40 多家，
旅社客栈 80多家，还有印刷、皮革、木具、铁
器、机修等行业。中国银行等 8家银行在此
设有营业机构，国民政府贸易部、邮电部在
此设有专办机构。当时经常停泊在湘江两
岸的货船数以百计，南来北往的汽车日有40
余辆，往来人口达5万。圩日每天成交额1.5
万元左右，是筠门岭圩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1942年，发生一场洪水，使数百家店铺付之
东流；抗战胜利后，外来商户迁走。至新中
国成立前，只剩160多家商店。

新中国成立后，国有贸易部门首先在此
设立经营机构，1951年 4月又办起了筠门岭
供销合作社，私营商业也回升到 200 多户。
新建的筠门岭桥，把新老圩场连接起来，市
场更加兴旺发达。

章贡区沙石圩

沙石为古驿道经过之地，建圩以前就有
店铺 20余家。清康熙五年（1666年）正式辟
为圩市。

1949 年，这里有商店 57 家。新中国成
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沙石圩旧
貌换新颜。在老圩旁，供销社新建百货、布
匹、副食品等零售门市部及饮食店、饭店，加
上新发展的乡镇企业、个体商户摊点 300余
家，形成一条宽敞的大街。农历二、五、八为
圩日，有来自赣州城、赣县、南康等地赴圩的
商贩、群众前来购物、游玩。

赣县区江口圩

江口圩位于平江汇入贡江处，故名江口，
自古就是一个水陆交通便利的商品集散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处于中央苏区的
前哨，成为封锁线上的贸易重镇，有不少封锁
线上的故事发生在此地。1932年 4月，在此
设立对外贸易分局，担负苏区与白区物资进、
出口贸易的重任。每月进口额少则 60余万
元，多达 150万元以上。农历三、六、九为圩
日，运货船近百只、肩挑商贩数百人，还有几
百条兴国竹排往来于贡江，苏区急需物资
70%以上是通过这里采购来的。抗日战争期
间，每年从广东运进约50万担食盐在此装卸，
时有经商户110余家。新中国成立后，江口圩
新建宽敞的农贸市场代替了矮小的圩棚，穿
的、用的、吃的门类齐全，吸引了不少顾客，集
市贸易非常活跃。

信丰县大塘圩

大塘圩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
年）。原是驿铺（即驿站），铺旁有一大水塘，清
道光年间发展成为商品交换的商埠，故称之为
大塘埠。大塘圩由南北两条直街和东西两条
横街构成一个井字形，街道宽敞，整洁美观。

1979年以后，大塘圩国营、集体、个体商
业齐发展，其中个体商户 1983 年有 172 家，
营业额 21 万元；第二年发展到 318 家，年营
业额37万元。农历三、六、九为圩日，有来自
广东、湖南及邻县客商在此摆摊设点。

大余县新城圩

新城圩原名峰山城，建于明正德十一年
（1516年）。清雍正元年（1723年）修关路开
埠头，乾隆五年（1740年）建通衢风雨亭，遂
名新城，城废始名新城圩。新中国成立前只
有一条主街道，有私人店铺五六十间。

新中国成立后，为缓解圩日人流拥挤的
状况，1965年初步拓宽街道。农历三、六、九
为圩日，南康、信丰、崇义、南雄等地和本县
邻近群众都前来赴圩，有数万人之多，是当
时大余县最大的农村集市。

崇义县过埠圩

过埠圩古名长乐圩（即下埠头）。清道
光十四年（1834 年）毁于洪水，遂迁圩上埠
头，故名过埠。1946年，有合成祥、义民等商
店 28家，其中以茶、酒馆为多，南杂、百货次
之，逢圩期有摊点30多个。

新中国成立后，因上犹陡水建水电站，
水淹圩境，先迁水石，复迁盆形圩，后迁至现
址。店铺和居民住宅傍山而建，一字形街道
长160米，宽8米，成为集市贸易的中心地。

安远县孔田圩

孔田圩建于明代中叶。原在新田河北
岸建长布圩，南岸建孔田圩。两圩于1964年
合并，称孔田圩。1979年以来，该圩拓宽圩
镇街道，铺设混凝土路面，兴建棚顶市场。
当时，这里建有仔猪市场、成衣市场、小商品
市场和猪肉行、水产行、家禽行、饮食行、蔬
菜行等，农贸市场以柑橘、仔猪、茶叶、香菇、
木耳、竹笋和木竹制品为大宗，尤以仔猪市
场闻名。农历一、四、七为圩日，不仅有本县
人，还有寻乌、定南、信丰和广东龙川、和平
等地的人至此赶集。

龙南市杨村圩

杨村圩又名太平圩，位于江西省最南
边，与广东省的连平、和平两县山水相连，道
路相通，自古就有贸易往来。但因山高林
密，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长期以来是一个封
闭式的山村市场。

新中国成立后，修通了公路。1957 年，
省直机关单位干部下放在古坑创办九连山
垦殖场。从此，公路行人不绝，丰富的山区
资源得到开发利用。农历一、四、七为圩日，
当地农民和外地客商云集圩场。随着农村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二级公路通车，杨村圩成
为两省7县的香菇集散地。

定南县鹅公圩

鹅公圩建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后
因兵事被废。清同治九年（1870年）复圩，光
绪年初又毁于洪水。尔后重建圩市，20世纪
一二十年代建有长百余米、宽4米的街道，路
面皆铺鹅卵石。但直至新中国成立前，这里
有路不通车，有水不行舟，交通不便，集市贸
易冷淡。新中国成立后，架起了鹅公桥，修通
了公路，原来的老圩场建成水泥马路。农历
二、五、八为圩日，相邻各地的个体商贩、农民
来此交换产品，市场一派繁荣。

全南县陂头圩

陂头圩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
年）。该圩与广东、龙南山水相连，是全南县
北部的农副产品集散地。但因交通闭塞，来
往行人稀少，商业不发达。至新中国成立
前，商店不过 10家，圩日人流量很少。1958
年，省军区在此建立八一垦殖场后，修通了

公路，有定期班车开往县城、赣州城。新建
水电站解决了生活照明用电，促进了乡镇工
业的发展。陂头供销社在此建有百货商场、
农副产品收购部、饮食部等，营业建筑面积
达3000多平方米，商品百货齐全。

宁都县长胜圩

长胜圩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圩址
在宁都县蛤蟆岭的石街。店铺以木竹做成，
后毁于火灾。清嘉庆六年（1801年），迁建于
琴江河畔枫树下，清道光年间又毁于洪水，
光绪三年（1877年）迁建于现址。1942年 10
月，建十字型的主街，长约 500 米，宽 6 米左
右，店铺皆为两层楼，伸出屋檐一米余作过
道，整齐划一。

抗日战争期间，外地及宁都县城的瑞康
副食品店、永昌布店、惠康南杂货店等大小商
店迁来长胜，一时增加100多家商店，茶楼、酒
馆、旅社应运而生，商业兴旺。新中国成立
后，供销社在圩上先后开设3个综合门市部，
17个专业门市部，经营布匹、百货、文具、针
织、鞋帽、服装、五金、家用电器、日杂、副食
品、农业生产资料、饮食、照相和农副产品收
购等，有2160多个品种。农历一、三、五、七、
九为圩日，交易十分活跃。

于都县银坑圩

银坑，原名柳木坑。在明代这里炼过银
子，故名“银坑”，同时开始形成圩市。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胜利县委、胜利
县苏维埃政府以及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
政府均设于此地。当时胜利县的经济贸易
发展得很好，县消费合作总社曾获“模范合
作总社”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圩
内街道扩大，商业网点增多。每逢圩日，外地
客商、周围县乡农民来此赶集，人流众多。

兴国县高兴圩

高兴圩在清同治十年（1871 年）建圩。
至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发展成为该县数一数
二的农村市场，当时有 5 条街，130 家店铺，
开设了油行、盐行、布店、染坊、药铺等。老
圩村的斗笠是传统手工产品，以编织工艺精
巧著称，畅销县内外。原本农历二、五、九为
圩日，后改为 10日一圩，逢一为圩日。新中
国成立后，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的购销网
点逐步增多。圩期恢复十日三圩，为农历
二、五、九。

瑞金市壬田圩

壬田圩在清康熙五年（1666年）始定农历
四、九为圩日。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有大小
商店120家，圩日有摊点50多个，是闽赣两省4
县14个乡的重要贸易场地，圩日人流量有近
万人。宁都、石城、于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
商贩纷至沓来，运来布匹、小百货、食盐等，又
从这里买了米、油、豆、猪等销往福建长汀、宁
化等地，将竹木家具销往县城和赣州城。新中
国成立后，圩期改为十日三圩，农历一、四、七
为圩日。

寻乌县南桥圩

南桥圩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
年），但长期发展不快，直至新中国成立前，
仅有一条街，两旁有十几间高矮不齐的店
铺，圩背有一个圩亭。新中国成立后，有多
次修理、改建。这里地处连接赣粤的 206国
道，还有3条公路从境内通过，农历三、六、九
为圩日，赣粤两省数十乡的农民、客商云集
于此，圩日人流量在千人以上。

石城县小松圩

小松圩原名古松圩，后毁于火灾，迁建于
现址。因规模小于古松而得名。此前仅有一
条鹅卵石阶路为市，两旁店铺低矮狭小。新
中国成立后，广昌至石城公路穿圩而过，圩市
向公路两旁发展，建房数百家。圩期也因集
市贸易日益扩大而一改再改，原以农历二、七
为圩日，1981年改为农历二、五、八，后又改为
农历二、四、六、八、十。每逢圩日，有数千人
赶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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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南京城墙上
发现了来自赣州的铭
文砖，赣州及会昌、兴
国等地也发现了南京
铭文砖。600 多年前，
南京和赣州就有了这
么一段‘砖缘’。”

近日，南京城墙保
护志愿者协会一行五
人应江南宋城文化研
究院之邀，来到赣州
参加“双城记——赣
州、南京城墙历史文化
交流活动”。两地城墙
保护和研究专家学者、
爱好者共聚一堂，聚焦
城墙历史、文化与保
护，交流互鉴双方研究
成果。

南京明城墙始建
于 1366 年，是世界现
存最长、规模最大、真
实性最好的砖石构造
城市城墙，也是明太
祖朱元璋“高筑墙，广
积粮，缓称王”主张的
实物体现。据统计，
南京城墙用砖数以亿
计，规模浩大。在朱元
璋令下，举全国之力，
动用了1部、3卫、5省、
37 府、162 州县，数十
万民工，历时 28 年时
间才最终完成。赣州
就是37府之一。

“在明代前中期，
赣州府所辖十县全被
科派了南京明城墙城
砖烧造任务，这在全国
是比较罕见的，这说明
那时候赣州经济较为富庶，城砖烧造技艺较
为成熟。加之水路运输网连通各县，具备良
好的城砖运输条件，赣州就成了南京城砖的
重要供应地之一。”南京城墙保护志愿者协
会成员林春华介绍说。

在此次活动中，南京城墙保护志愿者协
会的志愿者们介绍了南京城墙历史、南京铭
文砖研究现状，并分享了他们在城墙保护方
面的经验。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的专家学
者也介绍了赣州古城墙的历史、现状和研究
成果。

据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统计，明初
赣州府、县烧造的南京铭文砖计有 36 款，
赣州府及下辖十县烧造的铭文砖皆有，其
中又以兴国县、宁都县为多，各有 8 款。
互为印证，赣州城墙和会昌、兴国等地也
发现了南京铭文砖。“那时候入长江过南
京的民船都要捎带运输城砖，运了城砖就
发给‘砖票’，凭‘砖票’才能回程。”赣州
城墙铭文砖领域研究学者常雪超介绍
说，“通过民船，各县把烧造好的南京城
砖运到八境台之下，入赣江水系，过南昌，
入长江，下安庆，抵南京，最终砌筑在南京
城墙之上。”

据介绍，“双城记”活动是江南宋城文
化研究院开展对外城市文化交流、宣传赣
州城市文化的重要方式。活动通过两地民
间社会组织的学者开展历史文化遗迹考
察，举行座谈交流研讨会，共同探寻历史文
化研究保护与传承的先进方式和经验，缔
结城市文化友谊，推动城市各方面的合作
发展。

本报讯 （记者穆宇
清 通讯员李葉晴）日前，
赣州、东莞两地文学艺术
交流座谈会在赣州市举
行，两地作家、艺术家代表
及媒体人士近 40 人参加
了座谈交流。

赣州、东莞两地一衣
带水，地域相近，人缘相
亲，文化相通，在长期的交
流中形成了优势互补、合
作共赢的良好局面，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在座谈会
上，与会人士纷纷表示，本
次跨省文学艺术交流，将
有利于革命老区与粤港澳
大湾区携手加强文化交流
互动和传播，期待在继续
强化两地的文化交流中，建立起更广阔和
更坚实的文学艺术交流平台，协同推动两
地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据悉，此次座谈会为东莞市文联“溯流
东江”采风暨金秋创作营重要活动之一。活
动中，来自东莞的作家、艺术家代表参观、走
访了郁孤台历史文化街区、赣江源头、八境
台以及部分红色地标、红色文化遗址，了解、
感受赣州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火热的红
色革命历史文化，为接下来的文艺创作汲取
丰富的灵感和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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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圩，就是历史悠久的传统

圩市，传统上，这种圩市不是每

天都开，摊位是临时的，商贩不

是固定的，商品也会因时而变。

每逢赴圩日，来到圩市交易的除

当地商户外，还有周边村民和商

贩。尽管随着时代变迁，很多古

圩已渐渐沉于岁月长河，但是余

韵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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