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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吉刖 舌

《黄冈县志》曾有明代万历三十六年本，康熙十二年

本，乾隆本，光绪七年本，大都因战乱失传，现省图书馆

仅存乾隆本和光绪七年本，县档案馆仅存光绪七年本。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光绪七年至今，巳跨一个世纪。

这段漫长时间的史实， 自不能让其空白。为此，特编纂此

《黄r4县简志》。力图达到“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

之略，续史之无”和“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目的。

资料来源：主要参照光绪七年《黄冈县志》、《湖北

省县政概况》、《湖北通志》、《湖北省统计年鉴》、

《湖北省自然灾害历史资料》、《弘治黄州府治》、《黄

冈革命史汇编》、《太平天国》、《明史》、《辛亥首义

回忆录》等，并结合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增以近事，参

巳见闻， 搿新旧冶于一炉"。简志中的“历代大事”，写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止； “古今名人’’，按年代顺

序收编正、反诸方面人物，对仍在世者，均禾收入； Ⅳ名

胜古迹”，凡现存的和巳废但有诗文为证的，均予收录；

“乡土风物刀的土特产品，只对本县独有而又影响较大的

才予收录。

本小组在编写中，力求做到： “广而不深，详古略

今，史实清楚，述而不评”。在记述上，一般采用语体



文。对摘录旧志(文言文)上记叙的名人和大事，一般只

注上标点符号和稍加翻译。这样，虽然带来了文字上不够

统一之弊，但便于后人考证。

由于时间伦促和我们编纂人员水平所限，浅陋之处，

谬误之笔，定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黄冈县简志》编纂小组

一九八一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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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 置 沿 草

黄冈县夏、商为荆州之域，周为弦子国。春秋时并于

楚。楚宣王灭邾，迁邾子于此，曰邾城。 (旧址在今禹

王城)秦为采1j邑，属南郡。汉时分南郡为江夏郡治， 称

西陵县，继称西阳县、朱p县。后汉依阳。三国时， 先属

魏，称西陵、西阳县。后归吴，复称朱耳县、均属弋阳

郡。西晋仍称西阳县。东晋称朱15县，属西阳郡。南北朝

时代，邾县曾几次改称西阳、南安、建昌、梁安县。 直

到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后，于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改衡州为黄州，又于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一分

为二：改梁安为木兰，改南安为黄冈。因黄州城东有一黄

冈山而得名。此乃黄冈县得名之始。唐武德三年(公元

6 2 0年)合二为一：并木兰入黄冈。宋、元、明、清迄今，

“黄冈”县名一直沿用，计有一千三百八十三年的悠久历

史。

黄冈县址：五代时在禹王城；宋、元在青砖湖(即现

黄州镇的七一大队所在地)明、清在黄州城；中华民国初

期在黄州城， 民国二十一年起在团风镇， 民国二十八年以

后在但店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1 94 5年秋)又迁回黄州

城，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解放，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黄冈县隶属：历代均直属黄州府管辖。宋属淮南西



路；元属湖广行省、河南江北行省；明属湖广布政使司武

昌道；清属湖广湖北布政使司汉黄德道；中华民国先属湖

北省江汉道， 民国二十一年属第四行政督察区， 民国二十

五年划入第二行政督察区， 民国二十，八年划归鄂东行署，’

民国三十年仍划为第二行政督察区管辖。

黄冈县行政区划：

清代：金县划为捕衙、团风、阳逻、但店、仓埠、新

洲六个汛。汛下分厢坊。厢坊下有：东弦、还和、永宁、

慕义、五重、庶安、中和八个乡。乡下分七十六个里。到

光绪末年，曾将七十六个里改为一百零八个小区。

中华民国：初期区划依旧。民国七、八年废小区，将

六个汛改为六个大区，每区设三个保卫团，’县设保卫总

团。 民国十五年废保卫团，仍设六个区。民国二十一年将

区改为六个区署，下设联保、保、甲。

第一区署(设团风镇)：管辖回龙山，淋山河、方高

坪、大埠街、马驿、东岳庙、雅淡洲、罗霍洲等地。

第二区署(设黄州城)：管辖路i：I、陶店、孙家咀、

堵城、鹞子湖、长蕲撂、鄂城的巴铺、打石场、樊口(进

六十里芦苇lU止)等地。

第三区署(设但店街)：管辖贾庙、总路咀、朴树店、

黄家坳、西瓜铺、上巴河、范家岗、杨鹰岭、程德岗、牛

车河、宋家坳、贺坳、罗田的三里畈、李婆墩、黄土岭、

麻城的七道河、黄冈庙等地。

第四区署(设新洲镇)：管辖三店、柳林、柳子港、

2



徐古、潘塘、道观河、旧街、新集、新街、汪集、冯家

铺、十店、宝龙集，陶家河、李家集等地。

第五区署(设仓子埠街)：管辖孔埠、八里、周铺、

南极等地。

第六区署(设阳逻街)：管辖毕铺、金台岗、施家

岗、龙口、刘家集、卫家挡、杨裴庙等地。

抗日战争开始，又废区设乡，共计七十三个乡。民国

二十七、二十八年减为七十一个乡、镇；二十九年为六十

八个乡、镇；三十、三十一年为三十六个乡、镇；三十二年

(公元1 943年)全县分为两个区(称区署)：但店、新洲

区，下辖三十八个乡镇，六百四十二个保，直到公元一九

四九年解放前夕。

二、自 然概 况

黄冈县位于大别山南麓，长江北岸，东I瞄巴河，西界

举水，于东经3 1。、北纬1 1 4．9。处。境内地形复杂，西北。

高，东南低，山区、丘陵、平原大约各占三分之一。最高

大崎山主峰海拔1 040．8米，最低白潭湖地面海拔1 6．5米。

以大崎山为主峰的天柱山山脉，连贯接天山、小崎山、泉

华山、白云山、将军山，荷叶瑙、马鞍山、林家山、胜利

寨、祷雨山、望省厅、白羊山、烽火山、燕云山等五十四

座较大山峰，面积约二十余万亩，是我县主要林产区。在

南部大部分地区，河流、湖泊、塘堰密布。长江从西部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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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颈入境，经团风、黄州至下巴河出境，计四十余公里々

西北部以举水为主的淋山河、孔子河、夫子河、道观河、

横河和东北部以巴水为主的五桂河、牛车河、溢流河、沙

河图、螺丝港等交流形成的两大水系，流入长江。还有

以白潭湖(一万二千亩)、黄草湖(一万四千亩)为主的

大小湖泊七十八个，涨水面积为五万亩，是我县产鱼的主

要基地。县境：东西宽为2 7公里，南北长7 5公里，总面积

约为一千四百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为四十九万九千八百

亩。 (水田：三十四万三千六百亩，旱地十五万六千二百

亩)。 (注：上为1 97 9年核实情况)

气候：年平均气温16。C，一月(最冷月)平均气温

3。C，绝对最低气温一1 2．2。C；七月(最热月)平均气温

3 o。C，绝对最高气温40。C。年降雨量约1。37 3毫米，无霜

期290天。

人口：一九四九年，约九十五万人；现在(1 97 9年统

计)为五十五万七千三百五十人，其中：男二十九万二千

九百一十三人；女二十六万四千四百三十七人。在总人口

中：从事农业的有五十万零一千一百九十四人；非农业人

口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六人。 (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原西乡划归新洲县，南边划归鄂城县，北边划归罗田

县，故人口比49年少。)



三、历 代大事

(一)军事政治

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 55年)楚灭弦子国。弦子

奔于黄国(今黄冈)。于是江贡道(古代区域名称)柏方

依仗齐国是弦子之联姻，同齐国和睦，而不事(奉侍)

楚，又不设防，后被楚国所灭。

东汉永和(顺帝)二年(公元l 37年)， 江夏盗杀邾

城之长。

三国后主(刘禅)延熙二年(公元239年)，吴国陆

逊夺取魏国朱15城，以兵三万戍守。

晋咸康(成帝)五年(公元3 39年)，毛宝为豫州疼《

史，与西阳(今黄冈)太守樊峻以万人守邾城。后赵(魏)

石虎遣张貉度率二万人攻都城。城破。宝，峻等率左右突

围至赤鼻(今赤壁)江边。赴江而死者六千人。毛宝亦溺

死。

隋开皇(文帝)九年(公元589年)，以周法尚为黄

州总管，文帝降密诏，令其攻陈(南朝陈国)。周率舟师

三万， 出于樊口。陈城州刺史熊门起出师应战。周击破

之，擒熊门起于阵前。

唐乾符(僖宗)末(公元87 8年)黄巢领农民军起义

于江西，出入蕲黄·杭州刺史路审中临州为董昌率兵阻

挡，路过黄州。 (是时，永兴民吴讨据守黄州。 )



乾宁(昭宗)元年(公元894年)春三月，黄州刺史

吴讨，举州依附于吴国。夏五月，武昌节度使杜洪攻黄

州。吴杨行密派遣行营都指挥使朱延寿援救。并派先锋指

挥使瞿章，权作黄州知府。

乾宁四年(公元8 97年)夏四月，朱全忠将朱友恭攻

黄州，刺史瞿章死之。吴国派来增援之右黑云都指挥使马

殉，收散卒三百， 自黄州偏僻小路而走。

宋建炎(高宗)三年(公元1 I 2 9年)，金人攻陷黄

州。守臣赵令崴拒不受降，骂不绝口。金人怒鞭之，流血

盖面而死。

嘉定(宁宗)十四年(公元1 2 2 1年)三月丁亥，金人

再破黄州，淮西提荆知事何大节自沉于江。

咸淳(度宗)二年(公元1 266年)，元人阿术夺取蕲

黄二州，俘获万计。

元至元(世祖)十四年(1 2 77)宋淮民张德兴，起兵

杀太湖县丞王德颐， (读永)，据守司空山，攻下黄州、

寿昌两郡。七月间，张遇元宣慰使郑鼎战樊口。鼎坠水

死。元宣慰使奥鲁赤又调兵攻司空山，复黄州。九月，元

陷寿昌郡，张德兴战死之。黄州复归元。

至正(顺帝)十一年(公元1 3 51年)，罗田徐寿辉领

红巾军起义。九月，攻下黄州，战败威顺王宽彻普化。十

七年(1 3 57年)．倪文俊谋杀寿辉，未成。遂自汉阳奔赴

黄州。寿辉将领陈友谅乘其嫌隙，杀死倪文俊，合并倪之

兵力，自称宣慰使。



至正二十三年(公元l 3 63年)八月，明太祖(朱元

璋)败陈友谅于江洲，克其城，蕲黄皆为占领。后将团风

死八桥，改为得胜桥。

明正德(武宗)七年(1 51 2年)五月，河北刘六等至

团风，奔舟入江。杀都御史马炳然。于烂泥铺登陆，火焚

汉口。

崇祯(思宗)九年(公元1 6 3 6年)，张献忠出太湖，

连蕲黄，驻邑之白羊山、遂抵西北。十二年(1 6 3 9年)，

贺一龙、贺锦攻黄州，与杨嗣昌军相持。十六年(公元
1 64 3年)春，三月二十四日，张献忠围攻黄州。明军见大

士阁高于城楼，恐农民军从此攻下。将大士阁和附近之赤

壁，举火焚尽。献忠强攻，城破。四月二十八日，破雅淡

洲。五月五曰，遂渡江陷武昌，居之。蕲黄等二十一州尽

附。

清咸丰(文宗’)二年(公元1 852年)十二月初四日，

太平军攻克武昌城后，分出万余人，船千余支，顺流直

下，于十二日攻克黄州·三年(公元1 8 53年)九月间，太

平军在田家镇击溃清军后，派船上驶。于十五日复克黄

州。知府金云门被擒斩首。四年(公元1 85 4年)春正月，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进驻黄州。清总督吴文锩率兵勇二万

余人，踞堵城。时连日大雪，诸军冻馁有死。吴文镕自持

势强，又骄横暴戾。元霄节夜，畅饮酣醉，营中舞演龙

灯，金鼓竞作。太平军乘其不备，于四更后，两路夹攻，

前后截击。清中军副将德亮仓促应战，马摔倒而被杀。各



营兵勇，霎时溃散。吴文镕潜逃，见追兵甚急，遂投入江

中，被捞起斩首。臬司唐树义闻信赴援，坐船被击沉，坠

江溺死，太平军大胜。五年(公元l 8 55年)正月朔日，清

总督杨霈军溃于广济，奔赴德安。太平军四克黄州。知县

翁汝瀛败绩死之。十一年(公元1 86 1年)春，二月初八

日，陈玉成派遣勇将，假用清军旗帜，夺下黄州。为持久

计，筑垒浚濠，依持据守。同年六、七月间，清官文恭调

派记名总兵成大吉等，率所部十八营，由南岸渡江。七月

十八日，总兵李续焘等马兵、步兵进扎回龙山，攻打戚家

岭。太平军见双方兵力悬殊，且有伤亡，遂入城固守。清

军环攻不下。当时，太平军佐守蕲州之兵使刘维桢，见太

平军战败，遂暗中策反，并派心．腹至清官文恭行辕内，密

告黄州城内军情，受到官文恭嘉许，领兰翎五品军功。宫

文恭当即檄知水陆各营，相机策应。刘维桢又假说增援，

率众至三台河对岸，并伪造太平军首领陈玉成文令，投送

城中。太平军信以为真，遂突围出城。结果遭清军伏兵合

击，伤亡惨重。余下奔往三台河者，又遭刘维桢迎面阻

击，歼溺殆尽，水为不流。黄州于八月二十日为清军所

破。

同治(穆宗)三年(公元l 864年)五月二日，捻军首

领陈得才统率张宗禹、赖文光、任柱等捻军数十万，来到黄

冈县境。 自道观河、马鞍山、淋山河、回龙山、孙家咀以

及现新洲县各处，纵横二百里间，菅垒行馆，密如比栉。

赖文光居黄州府。后因清科尔沁僧亲王督师至上巴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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