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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蒋大国

鄂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数千年来，先辈们用勤劳的双手，在鄂州大地创造了不

朽的业绩。新编<鄂州市志>，上承1885年编纂的<武昌县志>；下讫1987年，纵贯百年，

横及百科，在180余万字的篇幅内，运用志、记、述、图、表、录等文体，全面记述了鄂州
地区的自然环境、建制沿革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概况

租发展轨迹，真实再现了鄂州人民在清末、民国和建国后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壮举和

i ‘伟大实践，系统总结了长期以来鄂州人民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准确揭示了鄂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规律。全书地方特色浓郁，时代特征突

出，个性特点鲜明，是一部上可慰先烈、下可惠子孙的良志。

<鄂州市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众手修志的成果。市志编纂实行党委领导、政府
4

主持、专家主笔、各方协作的体制，历届市长均兼任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市

共有68个部门、400多位同志参加了市志的编纂工作。广大修志工作者勇担重任，荜

路蓝缕，开辟荆荒，竭忠尽智，广搜博采，甄别真伪，数订纲目，精心编纂，反复修改，几

易其稿，历时12年终于定稿，并于1999年6月顺利通过湖j匕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终

审验收。在<鄂州市志>付梓之际，我谨代表中共鄂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市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向恪尽职守、乐于奉献、辛勤耕耘的全体修志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所有

为<鄂州市志>编纂出版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有关单位和各届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鄂州市志>的编纂出版，是鄂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文化

出版事业的一大盛事。本届修志，遵循“纪纲志类，详近略远，综述历史，分陈现状”的

体例，着力填补百余年来鄂州史志的空白，达到“义以经世、例以救时”，“佐时务、裨风

教、存信史”，从诸多方面广泛而长远地服务于社会事业的目的。“治天下者以史为鉴，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相信(鄂州市志>的出版发行，可以帮助全市人民尤其是广大

青少年更进一步地了解鄂州、认识鄂州，极大地激发大家热爱鄂州、献身鄂州的热情；
。

可以为广大领导干部更进一步地认清市情、探索规律、科学决策提供帮助；还可以为我

们在海内外宣传鄂州、介绍鄂州、引进外资、扩大开放发挥积极作用。．．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鄂州有着辉煌的过去；在新世纪的民族复兴之时，鄂州将会

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我们一定要抓住新世纪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立足本地优

势，大胆开拓创新，同心同德，励精图治，为把鄂州建设成为一个兴旺发达、文明富裕的

现代化城市作出新的奉献。

一九九九年九月八日

作者系中共鄂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
＼



凡 例
一、本志上续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编纂的<武昌县志>，但有些事物视

史料多寡适当上溯；下限1987年。详今略古，重点记述建国后的事件。

二、本志记事的地域范围，1955年以前的含金牛、谈桥、晏公、高桥、毛

铺、灵乡；1986年以前的含左岭镇。1984--1986年的含黄州区。

‘三、本志采用志、记、传、述、录、表、图等体裁，以志为主，表随文附，全书

除图、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志文设30篇，篇分章、节、目3个层次记述，各篇

排列以类为序。

四、本志采用事以类从、横排纵写的编写方法，依事立目，不受行政机构

隶属关系的局限；同时注意事物的内在联系，宜横则横、宜纵则纵。

五、本志纪年方式，民国以前，以朝代年号纪年，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

号；民国时期，以阿拉伯数字记民国年号，括注公元年号。建国后均用公元年

号，，以阿拉伯数字记载。文中“建国前”、“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前、后的简称，时间以1949年lO月1日为界。

六、本志数字书写以1986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委公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除习惯用汉字表示外，一般

均用阿拉伯数字。各种数据，均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统计部门缺的，采用

有关单位数据。

七、本志计量单位，1948年以前的采用旧制；1949--1959年7月，衡器按

鄂城县工商联统一的16两制；以后，一律采用国家颁布的统一标准记载。

八、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篇收录的范围，既包括籍在本地

和客留本地的已故人士，也包括客居外乡的本籍已故人士以及在本地短暂工

作和生活过的外籍已故人士。

九、本志资料主要由市直各部门提供；市志总编室从旧志稿和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图书馆、鄂州市档案馆以及口碑资料中收

集了大量遗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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