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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罗田县位于大别山南麓，地处鄂皖交界处，山高岭峻，关隘重

重，历来为战略要地，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辖县之一。历史悠久，

资源丰富，人杰地灵o

新编《罗田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

实事求是地记述了罗田的历史和现状。纵贯古今，横及百科，客观

地反映了罗田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发展变化的踪迹，

展示了罗田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6她是认识罗田、研究罗田、开发和建设罗田极好的

资料文库。将有助于我们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o。

罗田是我的故乡，是这块沃土上的父老乡亲养育了我，我与家

乡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展望未来，信心百

倍。我坚信勤劳善良的家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将谱

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伏案沉思，附添数语，是为序o ．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丁凤英

1997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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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盛世修志，志昭千秋o<罗田县志>历时十余载，数易其稿，今日

问世，堪称我县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大盛事。在此，我们谨代表中

共罗田县委、罗田县人民政府向为县志的编纂出版给予指导和帮助

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界人士以及全体编纂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罗田历史悠久，是一片古老而文明的土地。早在新石器时代，

就有人类生息于此，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

自梁代置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的先民

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文化：史前时期的白陶盘、陶纺轮蜚声中外；商周

时期的铜鼎、铜簋熠熠生辉o“吴头楚尾”的地理位置，使罗田为历

次民族大融合，为华夏文化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罗田地灵人杰，是一片光荣而神奇的土地。秀丽的山川，养育

了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徐寿辉，揭竿而起，创立

天完农民政权；明代医学家万密斋，匡世济民，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宝

藏；戏剧家余三胜，合壁徽汉，首开京剧先河；近代方志学家王葆心。

潜心著述，在史学界独树一帜；南开教授陈翼龙，积极传播革命思

潮，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先驱”(邓颖超语)；共产党人李梯云、-g方，

组织“商南暴动”，创建红三十二师；刘邓大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千

里跃进大别山，邓小平同志亲临此地指挥战斗；全县有数以千计的

英雄儿女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可歌

可泣的光辉篇章。

罗田物华天宝，是一片丰饶而美丽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使罗

田成为闻名全国的“桑蚕之乡99、“板栗之乡”、“茯苓之乡”、“甜柿之

乡”：蚕茧产量居湖北之冠，板栗产量居全国第一，九资河茯苓驰名

中外，七道河甜柿堪称华夏之最。境内林木繁多，是华中地区高等



植物的重要基因库。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天堂寨、薄刀峰、青苔

关等雄关险隘为依托，与天堂水库交相辉映，风景优美，气候宜人，

是理想的旅游避暑胜地。改革开放以来，罗田人民抢抓机遇，加快

发展，已成功地实现了由重点贫困县向脱贫先进县的历史性跨越，

正向建设经济强县的宏伟目标迈进。

为了把风云变幻的历史和现在的发展变化以及风土人情客观

如实地记述下来，新编《罗田县志》本着“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

失”的原则，严格遵循“人民为主、经济为纲、详今略古、放眼未来”的

指导思想，秉笔直书，上溯千年，纵横百里，集科学性、思想性和资料

性为一体，力图为全县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提供翔实依

据，以达到有益当代、荫及子孙，造福人民的目的。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古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作为全县人

民的公仆，我们深知使命在身，任重道远，惟恐有负党的嘱托和人民

的厚望，从不敢有丝毫懈怠。然而，岁月流长，沧海桑田，是非得失，

自有公论。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带领全

县人民励精图治，负重奋进，求真务实，扎实苦干，就一定能够将一

个富强、繁荣和文明的新罗田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谨书此文，权以为序o

※作者分别为中共罗田县委书记 罗田县人民政府县长

易茂先

陶 宏

1998年6月6日



凡 例

一、本志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客观

地记述本县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突出本县山区

和贫困地区特点。

二、本志叙事时限原则上限定于1840年至1985年。大事记上溯至公元

523年建县时，下延至1997年底，其它部分章节，为保持史实的连续性和完整

性，其内容将适当上溯。1986年至1997年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作资料

辑存。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专业志、人物及附录组成，共30章129节，均依

事横排，依时竖写。事类划分，不受机构隶属关系局限，依“事以类从”原则

处理。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照片)、表，采用记述体，除引文外，一律用语体

文，除少数地名、人名外，一律采用国家统一规定的简化汉字。

五、本志时间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统一简称为“建国前”，以朝代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简称为“建国后”，以公元纪年。文中出现的

“迄今”或“至今”均指1985年。

六、本志地名一律以<罗田县地名志>为准，凡地名或行政区划名称均使用

当时的称谓，必要时加注释。
。

七、本志一律使用法定计量单位，个别地方沿用旧制则用括号加注说明。

八、本志数字书写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发布的<关于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暂行规定>执行。

九、本志入传(录)人物，以“生不立传”为原则，记录1985年以前去世的对

本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一定贡献的本县籍人士；亦录入少数有影响的客籍人物

和个别反面人物；职官介绍限于副县级以上的本县籍或在本县任职的人物。还

有少数人物采取以事叙人的方法写入有关章节。

十、本志资料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

馆、南京图书馆、北碚图书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图书馆、罗

田县档案馆以及有关报刊文献、地方志书、家乘谱牒和部分口碑资料，行文中一

般不注明出处。建国后数据一般均采用县统计局统计数据，统计局缺的，则采

用有关单位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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