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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简称“赣”（gàn），因公元 733年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省名，又因为江西最大

河流为赣江而得简称，是中国内陆省份之一。江西位于中国东南部，在长江中下游南岸，介

于北纬 24°29′~30°04′，东经 113°34′~118°28′之间。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西接湖南，

北毗湖北、安徽而共接长江。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显著，四季变化分明。境内水热条件

差异较大，多年平均气温自北向南依次增高，南北温差约 3℃。全省面积 16.69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 4592余万，辖 11个设区市、100个县（市、区）。全省共有 55个民族，其中汉族人

口占 99％以上。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为回族和苗族。

一、江西概览

（一）自然地理

江西省的地形以江南丘陵、山地为主；盆地、谷地广布，略带平原。地质与地貌地质构

造上，以锦江—信江一线为界，北部属扬子准地台江南台隆，南部属华南褶皱系，志留纪末

晚加里东运动使二者合并在一起，后又经受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运动多次改造，形成了一

系列东北—西南走向的构造带，南部地区有大量花岗岩侵入，盆地中沉积了白垩系至老第三

系的红色碎屑岩层，并夹有石膏和岩盐沉积；北部地区形成了以鄱阳湖为中心的断陷盆地，

盆地边缘的山前地带有第四纪红土堆积。这是造成全省地势向北倾斜的地质基础。地貌上属

江南丘陵的主要组成部分。省境东、西、南三面环山地，中部丘陵和河谷平原交错分布，北

部则为鄱阳湖平原。

江西属中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年均温约 16.3~19.5℃，一般自北向南递增。赣东

北、赣西北山区与鄱阳湖平原，年均温为 16.3~17.5℃，赣南盆地则为 19.0~19.5℃。夏季较

长，7月均温，除省境周围山区在 26.9~28.0℃外，南北差异很小，都在 28.0~29.8℃。极端

最高温几乎都在 40℃以上，成为长江中游最热地区之一。冬季较短，1月均温赣北鄱阳湖平

原为 3.6~5.0℃，赣南盆地为 6.2~8.5℃。全省冬暖夏热，无霜期长达 240~307天。日均温稳

定超过 10℃的持续期为 240~270 天，活动积温 5000~6000℃，对于发展以双季稻为主的三

熟制及喜温的亚热带经济林木均甚有利。唯北部地形开敞，特大寒潮南侵时有不利影响。

江西省境地形南高北低，有利于水源汇聚，水网稠密，降水充沛，但各河水量季节变化

较大，对航运略有影响。地表径流赣东大于赣西、山区大于平原。全省共有大小河流 2400

多条，总长度达 1.84万公里，除边缘部分分属珠江、湘江流域及直接注入长江外，其余均

分别发源于省境山地，汇聚成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河系，最后注入鄱阳湖，

经湖口县汇入长江，构成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向心水系，其流域面积达 16.22万平方公里。鄱

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连同其外围一系列大小湖泊，成为天然水产资源宝库，并对航运、

灌溉、养殖和调节长江水位及湖区气候均起重要作用。

江西河川径流主要靠降水补给，季节性变化很大，具有夏季丰水、冬季枯水、春秋过渡

的特点。年内波动较大：1 至 3 月占 14~17%，4 至 6 月占 53~60%，7 至 9月占 18~22%，

10 至 12 月占 6~10%。径流最大月份一般出现在 6 月或 5 月，各河最大月占全年径流量的

22%左右；径流最小月份一般出现在 12月或 1月，各河最小月占全年径流量的 3%以下。由

于径流的年内分配主要集中在 4月至 6月，易造成洪涝灾害。而 7月至 9月，降水稀，气温

高，工农业用水正值高场，江河却处在少水期。径流量最大年比最小年各河在 4~5倍左右。

年径流量变化还存在连续干旱和连续洪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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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资源

1、水资源

江西地处粤闽高、中温热水带边缘，温泉总流量平均每秒 718.6升，热水钻孔总自流量

平均每秒 151.4升。温泉分布以赣南和赣中南为最密，约占总数的 62.7%，热水孔也多集中

于该区，约占 64%左右。

江西平均年降水深 1600毫米，相应平均每年降水总量约 2670亿立方米。河川多年平均

径流总量 1385亿立方米，折合平均径流深 828毫米，径流总量居全国第七位，人均居全国

第五位，按耕地平均居全国第六位。

地下水天然资源多年平均值为 212亿立方米以上。年内分配为：丰水期 123.8亿立方米，

占全年的 58%，多在 4~7月间；平水期 55.5亿立方米，占 26%，多在 3、8、9、10月间；

枯水期 34.1亿立方米，占 16%，多在 1、12、1、2月间。其年际变化为：偏丰年（频率 20%）

282亿立方米，平水年（频率 50%）217亿立方米，偏枯年（频率 75%）150亿立方米，枯

水年（频率 95%）67亿立方米。江西具有集中开采价值的地下水资源为 68亿立方米/年。

鄱阳湖平原最丰富，具集中开采价值的地下水在江西分布面积较小，仅 2.7万平方公里。

江西水能理论蕴藏量 682万千瓦以上。在华东地区六个省区中处于第二位。可开发的水

力资源有 610.89万千瓦，年发电量 215.61亿度。其中 25万千瓦以上大型水电站有万安、峡

山、峡江 3处，装机容量 131.8万千瓦，年发电量 45.55亿度。省内中小河流密布，广大农

村蕴藏着相当丰富的小水电资源

2、矿产资源

江西有色金属、贵金属和稀有金属矿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铜、钨、铀、钽、重稀土、

金和银矿被称为“七朵金花”。江西已建成亚洲最大的铜矿和全国最大的铜冶炼基地

3、生物资源

江西植被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具有典型的亚热带森林植物群落。

有种子植物约 4000余种，蕨类植物约 470种，苔藓类植物约 100种以上。低等植物中

的大型真菌可达五百余种，有标本依据的就有 300余种，其中可食用者有 100多种。植物系

统演化中各个阶段的代表植物江西均有分布，同时发现不少原始性状的古老植物，还有银杏

等。

江西珍稀、濒危树种有 110种，属于中国特有。其中 60余种属中国亚热带特有，16种

属中国江西特有。这些品种约占江西珍稀树种的 73.3%。江西境内尚有不少古木大树。如庐

山晋植“三宝树”、东林寺“六朝松”以及树龄逾千年的“植物三元老”之一的古银杏也保

留有数十处；在婺源县篁岭保存有 80多株红豆杉，是世界上公认的濒临灭绝的天然珍稀抗

癌植物。江西保留下来的古木大树有近 40种。分属 13科 29属，分布点达 95处。

历年调查表明，江西有脊椎动物 600余种。其中鱼类 170余种，约占全国的 21.4%（淡

水鱼）；两栖类 40余种，约占全国的 20.4%强；爬行类 70 余种，约占全国的 23.5%；鸟类

270余种，约占全国的 23.2%强；兽类 50多种，约占全国的 13.3%。

（三）行政规划

截止到 2016年，全省辖 11个地级市，23个市辖区、11个县级市、66个县（合计 100

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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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一览表

设区市 县（市、区）

南昌市
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湾里区、青山湖区、新建区、南昌县、安义

县、进贤县

九江市
浔阳区、濂溪区、九江县、永修县、德安县、都昌县、湖口县、彭泽县、

武宁县、修水县、瑞昌市、共青城市、庐山市

上饶市
信州区、广丰区、上饶县、玉山县、铅山县、横峰县、弋阳县、余干县、

鄱阳县、万年县、婺源县、德兴市

抚州市
临川区、南城县、黎川县、南丰县、崇仁县、乐安县、宜黄县、金溪县、

资溪县、东乡县、广昌县

宜春市
袁州区、高安市、丰城市、樟树市、奉新县、万载县、上高县、宜丰县、

靖安县、铜鼓县

吉安市
吉州区、青原区、吉安县、井冈山市、吉水县、新干县、永丰县、泰和县、

遂川县、万安县、安福县、永新县、峡江县

赣州市

章贡区、南康区、赣县区、信丰县、大余县、龙南县、定南县、全南县、

寻乌县、安远县、瑞金市、宁都县、于都县、会昌县、石城县、上犹县、兴国

县、崇义县

景德镇市 珠山区、昌江区、浮梁县、乐平市

萍乡市 安源区、湘东区、莲花县、上栗县、芦溪县

新余市 渝水区、分宜县

鹰潭市 月湖区、余江县、贵溪市

（四）人口结构

截至 2014年末，江西省常住人口为 4542.2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414.2万人，占

总人口的比重为 9.1%。全年出生人口 60.0万人，出生率 13.24‰；死亡人口 28.4万人，死

亡率 6.26‰；自然增长率 6.98‰

全省共 38个民族，汉族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 99%以上。少数民族有回族、畲族、壮

族、满族、苗族、瑶族、蒙古族、侗族、朝鲜族、土家族、布依族、白族、彝族、黎族、高

山族、藏族、水族等 37个。少数民族中畲族聚居；瑶族部分聚居；其他各少数民族均为散

居性质。

二、历史人文

（一）文化遗产

江西素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著称，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经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江西物质文化遗产共

有 3万多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28处。江西省现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 48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7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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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域文化

1、书院文化

江西是古代书院的起源地，唐代德安义门东佳书院和高安桂岩书院是中国设立最早的书

院之一。宋代白鹿洞书院名列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华林书院延四方讲席，鹅湖书院首创学术

自由争辩之风，白鹭洲书院以人才辈出、延续办学 800年而著称。

在明代 1239所书院中，江西地区就有 238所，占五分之一。据清光绪《江西通志·书

院》记载，江西书院达 526所。有学者根据其他各种史籍、志书、笔记、碑刻统计，认为江

西古代书院足有千余所之多，迄今保存较完整的仍有 85所。

2、赣文化

赣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子系统。经长期发展，它又派生出一系列自己的文化分支，构

成层次丰富、脉络清晰的网络。赣文化包含了浔阳文化、豫章文化、临川文化、庐陵文化、

袁州文化、赣南客家文化等诸多子系统。其铜文化、瓷文化、书院文化、禅道文化、戏曲文

化、傩文化、江西诗派、江西词派、江西画派、风水文化、江西理学、江西心学等，各自构

成了相对独立的系统，它们对中华民族文化史有着重大的推进作用。

3、临川文化

临川文化是以江西抚州为汇合中心，人文、风物、哲学、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

术、医理、学术、宗教、民俗、体育、语言、建筑、美食等实行向性组合，而形成独具特色，

自有特征，承上启下的区域文化。

4、庐陵文化

庐陵文化以庐陵古治属为核心，辐射而涵盖现今吉安市十余县（区）及周边市区的区域

性文化。庐陵文化源于七千年前的青铜文化，以“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堆花香”而著

称于世。“一门六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

书”、“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至今仍传为佳话。

5、赣南客家文化

赣南客家人的进取精神、乡土意识和淳朴务实精神孕育了江南第一宰相钟绍京、盛唐诗

人綦毋潜、北宋名医陈恕、宋代诗人曾几、散文家魏禧、孙中山先生的先祖孙勰，以及革命

年代叱咤风云的将军古柏、肖华等名人。赣南 600余幢客家围屋被称为“东方的古罗马”。

客家民俗文化包括山歌、赣南采茶戏、东河戏流传至今。

6、红色文化

中国革命精神是红色文化的核心内容，在江西红土地上诞生的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

苏区精神等一系列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时代精神紧密相连，见证和记录着中国革命精神的成

长轨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和价值信念，与其他精神一起构筑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强

大精神支柱和全国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

江西红色文化以其资源的丰富性、内容的原创性、分布的广泛性和历史见证价值成为江

西重要的文化品牌。波澜壮阔的历史赋予了安源、南昌、井冈山、瑞金等地一个个红色经典

称号，不仅使之成为中国革命史恢宏“交响乐”中的动人“音符”，也造就了其独具魅力的

红色文化品牌。1927年 8 月 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

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序幕，南昌也成为人民军队的摇篮。以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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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为代表之一的红色文化成为江西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征程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

治优势，显示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三）传统艺术

1、赣剧

赣剧是一个兼唱高腔、乱弹、昆腔及其它曲调的多声腔的汉族戏曲剧种。所用方言为赣

语。其起源和前身为弋阳腔，为著名的古代四大声腔之一。弋阳腔饶河班、信河班两大流派

1950年相合，随后进入省会南昌，1953年正式成立江西省赣剧团，弋阳腔于是更名为赣剧。

赣剧的弹腔，以二黄、西皮为主，其它还包括秦腔、高拨子、浙调、浦江调和文南词诸腔，

其中优美动听的文南词腔调尤受群众的欢迎。解放后，赣剧艺术进行改革，整理、改编演出

了《梁祝姻缘》《还魂记》《窦娥冤》等优秀传统剧目。赣剧的发展对对京剧、川剧、湘剧、

秦腔等 44个剧种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2、采茶戏

江西采茶戏，主要发源于赣南信丰、安远一带，采茶戏与盛产茶叶有关。明朝，赣南、

赣东、赣北茶区每逢谷雨季节，劳动妇女上山，一边采茶一边唱山歌以鼓舞劳动热情，这种

在茶区流传的山歌，被人称为“采茶歌”。由汉族民间采茶歌和采茶灯演唱发展而来，继而

成为一种有人物和故事情节的民间小戏，由于它一般只有二旦一丑，或生、旦、丑三人的表

演，故又名“三角班”。赣南采茶戏形成后，即分几路向外发展，与当地方言和曲调融合，

形成赣东、西、南、北、中五大流派，每个流派中又有不同的本地腔。江西采茶戏总的特点

是：表演欢快，诙谐风趣，载歌载舞，喜剧性强，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颇受群众喜爱。

3、瓷板画

瓷板画是指在平素瓷板上使用特殊的化工颜料手工绘画、上釉，再经高温烧制而成的一

种平面陶瓷工艺品。瓷板画可装裱、或嵌入屏风中，作观赏用。瓷板画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

期，而真正意义上的“瓷板画”则出现在明代中期。从清中期开始，瓷板画的发展走向了兴

盛。

瓷板画品种多样，有青花、青花釉里红、五彩、素三彩、斗彩、粉彩、墨彩、浅绛彩等，

图案内容涉及面广，包括人物、山水、花卉、虫鸟、鱼藻及吉祥图案等，形制则有长方、圆

形、椭圆、多方、多角、扇面等多种形制。

三、经济发展

（一）综合实力

2016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全省上下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在统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优生态、惠民生等各项工作，较好完成了年初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实现了“十三

五”良好开局。

初步核算，201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8364.4亿元，比上年增长 9.0%。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1904.5 亿元，增长 4.1%；第二产业增加值 9032.1 亿元，增长 8.5%；第三

产业增加值 7427.8 亿元，增长 11.0%。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0.6:50.3:39.1 调整为

10.4:49.2:40.4，三次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4.8%、47.4%和 47.8%。人均生产总

值 40106元，增长 8.4%，按年均汇率折算为 6038美元。



厚职教育事业单位招聘网（www.kaosydw.com）整理，更多资料可访问网站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8

全年财政总收入 3143.0亿元，比上年增长 4.0%。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51.4亿元，

下降 0.7%；税收收入 2462.6亿元，增长 3.8%，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 78.4%。县级财政总

收入 2534.3亿元，增长 5.1%，高于全省财政收入增幅 1.1个百分点。其中，超 20亿元的县

（市、区）38个，比上年增加 2个；超 30亿元的县（市、区）18个，比上年增加 1个；超

40亿元的县（市、区）11个，比上年增加 2个；超 50亿元的县（市、区）6个，比上年增

加 1个，财政总收入最高的南昌县达 104.4亿元。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619.5亿元，比上

年增长 4.7%。用于教育、社保、医疗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完成 3595.3亿元，增长 5.1%，占支

出比重达 77.8%，比上年提高 0.3个百分点。

（二）产业结构

1、第一产业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3686.2千公顷，比上年下降 0.5%。其中，谷物种植面积 3367.1千公

顷，下降 0.8%。油料种植面积 729.2千公顷，下降 1.5%。蔬菜种植面积 606.6千公顷，增

长 3.6%。棉花种植面积 49.3千公顷，下降 39.2%。糖料种植面积 14.5千公顷，增长 0.5%。

全年粮食总产量 2138.1万吨，比上年下降 0.5%，为历史第三高产年份。其中，早稻 785.9

万吨，下降 3.2%；中稻及一季晚稻 298.6万吨，增长 7.0%；二季晚稻 928.1万吨，下降 0.9%。

2、第二产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803.6亿元，比上年增长 9.0%。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加

值 2964.1亿元，增长 7.4%；重工业 4839.4亿元，增长 10.0%。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

加值 241.6亿元，下降 4.7%；集体企业 17.9亿元，增长 1.6%；股份合作企业 20.8亿元，增

长 0.1%；股份制企业 3140.9亿元，增长 9.2%；私营企业 3207.8亿元，增长 10.6%；外商及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167.1亿元，增长 10.4%。

规模以上工业 38个行业大类中，34个实现增长，占比近九成。其中，电子、汽车、电

气机械、农副食品、化工等五大重点行业表现突出，分别增长 26.0%、17.0%、13.2%、10.1%

和 9.3%，占规上工业的三成以上，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47.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 2346.5亿元，占规上工业的 30.1%，比上年提高 4.4个百分点，增长 10.8%。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 1166.0亿元，占规上工业的 14.9%，比上年提高 1.9个百分点，增长 10.7%。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 1925.6亿元，占规上工业的 24.7%，比上年提高 1.9个百分点，增长 16.3%。

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 2812.5亿元，占规上工业的 36.0%，比上年下降 1.8个百分点，增长

6.1%。

3、第三产业

全年进出口总值 2643.9亿元，比上年增长 0.6%。其中，出口值 1966.9亿元，下降 4.1%；

进口值 677.0亿元，增长 17.3%。全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 568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104.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0.2%。利用省外项目实际进资 5905.8亿元，增长 12.9%。截至

年底，在赣投资的具有世界 500强投资背景企业 66家，国内 500强 148家。

全年货物运输量 138061.6万吨，比上年增长 6.0%;货物周转量 3897.6 亿吨公里，增长

3.8%。旅客运输量 62874.0万人，增长 0.7%；旅客周转量 970.6亿人公里，增长 1.8%。机

场旅客吞吐量 1050.1万人，增长 6.6%。其中，昌北机场旅客吞吐量 786.4万人，增长 5.0%。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28893.1亿元，比年初增加 4108.0亿元。其中，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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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余额 13981.0亿元，增加 1591.2 亿元；非金融企业贷款余额 8356.6亿元，增加 1663.3

亿元。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1721.8亿元，比年初增加 3373.8亿元。其中，住

户贷款余额 8310.2亿元，增加 1382.1亿元；非金融机构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 13408.0亿元，

增加 1989.2亿元。

年末辖区内上市公司 36 家，其中，主板公司 23 家，中小板公司 8 家，创业板公司 5

家。辖区内证券公司 2家，分公司 24家，证券营业部 293家，证券交易额 5.34万亿元；期

货公司 1家，期货营业部 33家，期货成交金额 1.99万亿元。

全年保险公司保费收入 608.7亿元，比上年增长 19.7%。其中，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 195.2

亿元，增长 14.0%；人寿险公司保费收入 413.5亿元，增长 22.6%。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 207.0

亿元，增长 16.2%。其中，财产险公司赔款 101.4亿元，增长 18.2%；人寿险公司赔款 18.3

亿元，增长 47.7%；寿险公司给付 87.2亿元，增长 9.2%。

四、风景名胜

（一）风景名胜区

1、井冈山

井冈山，革命历史辉煌，自然风光绚烂，红绿辉映，融为一体，是全国著名的革命圣地

和 5A 级旅游景区。井冈山，以其辉煌灿烂的革命历史，铸就了蜚声中外的“红色摇篮”。上

世纪二十年代末，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这里开展了艰

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

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从这里走向胜利；

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激励无数英雄儿女前赴后继。从此，鲜为人知的井冈山被载入中

国革命历史的光辉史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

2、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旧址

位于中山路 256号，占地面积 4480平方米。原是江西大旅社。建于 1923年，旅社大楼

外观呈银灰色，坐南朝北，主体建筑共 4层，原含 96间房，平台屋顶的中央有两层小楼和

一根旗杆。可凭栏鸟瞰南昌全城墙；这座雄伟壮观的中西合璧建筑物是当时南昌首屈一指的

建筑。1927年，这里曾是八一起义的总指挥部，由贺龙、叶挺等人成功地领导了著名的南

昌八一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

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新篇章。南昌因此被称为英雄城。新中国成立之后，1956年，人民

政府在此筹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3、婺源

中国最美的乡村婺源，是镶嵌在黄山－－景德镇－－庐山国际旅游黄金线上的一颗绿色

生态与古文化明珠。东连浙江衢州、南通上饶、西接景德镇、北临黄山，古为文风鼎盛之所，

今为交通皖、浙、赣三省要地。全县面积 2947平方公里，总人口 33万人。境内山多地少，

素有“八分半三一分田，半分水路与庄园”之称。

婺源的物产中外驰名。“四色”（红、绿、白、黑）是与“四古”（古村、古洞、古建筑、

古文化）一样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内涵的地方特色产品，红是“水中瑰宝”－－荷包红

鲤鱼，它肉嫩味美，具有食用、药用和观赏价值，被选入国宴；绿是婺源绿茶，它以“汤碧、

香高、汁浓、味醇”等特色扬名天下，黑是“砚国名珠”龙尾砚，其“声如铜，色如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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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滑，善凝墨”的特征广为世人所知；白是江湾雪梨，体大肉厚，松脆香甜，当属果中上品。

此外还有甲路工艺伞、竹编、刺绣、木雕、根雕等民间工艺品，清华婺酒、赋春酒糟鱼、香

菇、笋干、干蕨等特色山珍食品，均为馈赠亲友的上等佳品。

4、龙虎山

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郊西南 20公里处，原名云锦山。东汉中叶，道教创始张陵(亦

称第一代天师)在此炼丹，“丹成而龙虎现，山因得名”，龙虎山因而也成为中国道教发祥地。

自张陵以后，道教天师在这里承袭了 63代，历 1900年，是我国一姓嗣教时间最长的道教，

素有北孔（孔夫子）南张（张天师）之称。历来被尊称为“道教祖庭”、“百神授职之所”的大

上清宫，始建于东汉，为祖天师张道陵修道之所。龙虎山建有 91 座道宫，81 座道观，50

座道院、二十四殿、三十六院。这些宫、观、院多已不存，但规模宏大的上清宫部分建筑和

历代天师起居之所的“嗣汉天师府”至今尚存。

5、滕王阁

滕王阁，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中国江西省南昌市赣江畔。屡毁屡建，今日之滕王阁

为 1989年重建，与古貌相比更为气派。

滕王阁座落于南昌市西北，赣江东岸。始建于唐永徽四年。为当时任洪州都督的唐高祖

李渊之子李元婴所建。据记载，李元婴于永徽三年迁任苏州刺史，调任洪州都督时建此阁以

为别居。由于李元婴封号为“滕王”，故名滕王阁。20多年后，当时的洪州都督阎公首次重

修。竣工后，阎公聚集文人雅士作文记事，途经于此的王勃就是于此时写下了其代表名篇《滕

王阁序》。并由此令滕王阁名扬四海。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中赞道：“愈少时则闻江南多

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清代诗人尚镕《忆滕王阁》诗云：

“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须文字留。”

6、鄱阳湖

鄱阳湖旅游景区，主要指湖区内的景点及自然保护区整体。湖区有 41个岛屿和七个自

然保护区。保护区内鸟类已达 300多种，近百万只，其中珍禽 50多种，已是世界上最大的

鸟类保护区。世界上现有白鹤大约为 4000多只。其中 90%在鄱阳湖越冬。鄱阳湖是白鹤的

世界，水鸟的天堂。鄱阳湖是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和种质资源库，江豚数量稳定，种群结构

合理，属于长江江豚的优质种群。截止 2016年，鄱阳湖现有江豚数量为 450头左右，是洞

庭湖拥有江豚数量的 5倍，占全中国一半。

7、景德镇

景德镇市，别名“瓷都”，为江西省地级行政区（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西北与安徽

省东至县交界，南与万年县为邻，西同鄱阳县接壤，东北倚安徽省祁门县，东南和婺源县毗

连。景德镇位于东经 116°57′~117°42′，北纬 28°44′~29°56′。土地面积 5256 平方公里，属于

黄山、怀玉山余脉、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处于皖（安徽）、浙（浙江）、赣（江西）三省交

界处，是浙赣皖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城市之一。景德镇陶瓷享誉全世界，历史上是官窑之地。

民国时期曾与广东佛山、湖北汉口、河南朱仙并称全国四大名镇。景德镇市是世界瓷都，中

国直升机工业的摇篮。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和国家甲类对外开放地区。

景德镇曾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国文明卫生城市”，“江西省

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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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公园

1、江西庐山世界地质公园

江西庐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北濒长江，南傍鄱阳湖，素有“匡庐奇秀

甲天下山”之美称。占地面积 500平方公里。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诗人李白曾这样赞

美庐山：“予行天下，所游山水甚富，俊伟诡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

江西庐山地质公园内发育有地垒式断块山与第四纪冰川遗迹，以及第四纪冰川地层剖面

和早元古代星子岩群地层剖面。截止 2010年在庐山共发现一百余处重要冰川地质遗迹，完

整地记录了冰雪堆积、冰川形成、冰川运动、侵蚀岩体、搬运岩石、沉积泥砾的全过程，是

中国东部古气候变化和地质特征的历史记录。与欧洲阿尔卑斯地区及北美地区第四纪冰川活

动特征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全球对比意义，对研究全球古气候变化和地质发展史具有极高

的科学价值。

2、三清山地质公园

江西三清山地质公园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上饶市境内。总面积为 229.5km2，为

保护公园环境与地质遗迹景观，在公园的外围还设置了 168.5km2的缓冲区。

公园是一座以中生代花岗岩和元古代-古生代地层为主组成的具有丰富地质遗迹与独特

地质地貌现象的自然地理区域。位处扬子与华夏古板块结合带和欧亚大陆板块东南部与太平

洋板块活动地带。

公园记录和保存了地球中新生代以来地壳形成演化的历史，特别是完整记录与系统显示

了三清山花岗岩地貌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具有世界性价值的花岗岩微地貌天然博物馆。

3、龙虎山世界地质公园

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郊 16公里处，面积 996.63平方公里，包括龙虎山、龟峰、象山

等三个园区，是一处以丹霞地貌景观为主，兼有火山岩地貌，层型剖面、沉积构造、断裂构

造，多级夷平面等地质遗迹，融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于一体，集科学研究价值和美学观赏价

值于一身的综合性地质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