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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3/2021_2022__E6_B1_9F_E

8_A5_BF_E5_A9_BA_E6_c34_43362.htm 早就听说江西省婺源

县是“全国最美丽的乡村”，也听说过那里不少奇闻趣事。

去年5月底江泽民到婺源视察之后，又陆续听到一些新的传闻

，对婺源越来越感兴趣。金秋时节，专程前往参观，边听边

看边问，解开了一个又一个谜团。 在婺源，明清古建筑遍布

全省。 1.城关镇为何名“紫阳” 下午，从深圳上火车，翌日

一觉醒来便抵达鄱阳湖边的江西省九江市。驱车东行200多公

里，三个多钟头便进入婺源县境了。 在车上，导游小姐告诉

我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祖籍在婺源。车进

县城后，我看到一些招牌上出现“紫阳镇”三个字。 真巧，

江泽民的前任、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姓赵名紫阳，这里为什么

叫紫阳，同赵紫阳有什么关连？翌日问导游，她说，婺源县

城搬到这里已经整整1100年了，一直叫弦高镇，1938年改叫

蚺城镇，1947年为了纪念又名朱紫阳的南宋理学家、本县人

朱熹，又把城关镇改叫紫阳镇，跟赵紫阳毫不相干。 三面环

水的紫阳镇旧城区，新楼宇拔地而起，名胜景点甚多。但外

地来客最感兴趣的，还是城西儒学山麓的婺源博物馆。这是

一栋古色古香的三层建筑，有商代至清初的各类藏品万余件

，其中珍贵藏品三四百件，被来自首都的权威人士称为“全

国最好的县级博物馆”。见多识广的婺源博物馆詹馆长对紫

阳镇名称来历的说法，导游完全一样。 2.江氏族人为何叫“

萧江” 江泽民到婺源视察时参观过这个博物馆，之后一行驱

车几十公里，前往江湾镇江湾村视察。在那里，他会见的当



地人，从校长、退休教师、小学生到村民，几乎都姓江。 导

游小姐说：江泽民祖籍便在江湾村。一世祖萧祯是唐朝宰相

萧遘的第三个儿子，因有战功，曾任江南节度使。有一次，

他奉朝廷之命，带兵攻打后来当上后梁皇帝的叛将朱温。渡

江前，他对江发誓，不打败朱温誓不姓萧。后来未能战胜朱

温，便指江为姓，改名江祯。二世祖江董从从歙州迁婺源皋

径，八世祖江敌才迁到当时叫云湾的江湾，至今已经922年了

。 詹馆长补充说，为了不忘祖先，也为了同其他江姓人氏区

别开来，江祯的后裔自称“萧江”。直到现在，墓碑“江”

字的上面还刻了一个“萧”字。詹馆长还告诉我，江泽民的

曾祖父从婺源迁往江苏江都，祖父又迁往邻近的扬州。 事后

我查阅古籍，见《旧唐书》这样记载：萧遘是唐代“开元朝

宰相太师徐国公嵩之四代孙。”《新唐书》的记载是：萧嵩

的祖父叫萧王禹，“自王禹逮遘，凡八叶宰相，名德相望，

与唐盛衰。世家这盛，古未有也。” 看了这些史料，我才知

道萧祯为什么战功未成而改姓江，也才知道江湾一带的江氏

族人为什么一直自称“萧江”了。 江湾村萧江的后代，自古

以来出现了不少官员、学者。婺源县委统战部长俞向东对我

说：“仅明朝就有七品以上官吏23人，学者、名医四人。影

响最大的是清代著名经学家、音韵家江永。他的著作有27部

被收入《四库全书》，他的弟子有三个中了状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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