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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黄冈自明代至清光绪十年共编修《黄州府志》5部，此后120余

年再无新志问世。1996年5月黄冈地改市后，新修市志被提上议事日程。七年多来，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市

直部门的修志人员齐心协力，广泛收集资料，精心撰写，使黄冈人民盼望已久的新志书终于得以问世，

可喜可贺。

黄冈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从黄梅考古发掘的距今l万年前的张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和距今6000年前的

新石器晚期焦墩卵石摆塑龙，可证黄冈境内早有人类栖息，并创造了人类远古文明。东晋移置西阳郡于

此，大体与今辖地相当，至今已有1670余年的历史。唐、宋之际，杜牧、王禹偶出任黄州刺史，苏轼谪

居黄州，“地以人名”，黄州遂闻名遐迩。宋初在蕲州蕲口设榷货务，蕲州马祁、洗马、石桥、麻城山

场成为著名茶场；蕲口形成全国六大商市之一。明代注重兴修水利，开垦田地，兴建学宫、书院，明、

清两代教育极盛。黄冈自古以来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唐代有佛教禅宗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宋代有中

国“四大发明”人之一的毕异和开创程朱理学的程颐、程颢，明代有撰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元末

有反元称帝的徐寿辉，清代有状元刘子壮、陈沆，近现代著名人物更多，举不胜举。r

黄冈人民素有革命斗争传统。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黄冈最早建立共产党组织，发动黄麻起义等

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使这块土地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这里的革命斗争从未间断，并且从这里走出了一百多位将帅，董必武、李先念先后被选为国家的领

导人。黄冈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5月解放后的黄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50多年的艰苦创业，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20多年的改革开放、开发，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社会事业明显进步，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

活质量提高，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0年以来，黄冈实施“科教兴区(市)”战略，大力推

进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和国民经济信息化，形成以市区为龙头的“三块经济”开发格

局和以轻纺、机械、医药、化工、建材为支柱的多种工业门类。境内建有三条铁路、三座长江大桥、三

纵七横的公路和一条高速公路，交通便利，信息畅通。旅游资源丰富，地理环境优越，是招商引资的理

想区域。近年，北京汇源集团、湖南太子奶集团、湖北天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联盛科技公司等

一大批知名企业落名黄州，预计到“十五”计划期末，黄冈必将与时俱进，发展成为一座以高科技产业

为龙头的新型工业城市。

《黄冈市志》是一部包容这块地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的百科全书。它忠实地记

录了黄冈有史以来主要是晚清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和现状，是黄冈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进

一步认识黄冈、热爱黄冈、振兴黄冈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极好的乡

土教材；也为海内外各界了解黄冈、研究黄冈、投资黄冈提供可信赖的详实资料。它的出版，是黄冈市

又一项文化建设成果。随着黄冈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它的作用必将与日俱增。

寥序数语，寄厚望于读者。

中共黄冈市委书记

黄冈市人民政府市长

二0 0四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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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黄冈市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

述全市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力求真实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2．本志是市管县体制的城市志，记述地域范围包括市辖2市7县2区，对历史上曾属本

市，后又划出的县市一般不记述(只记大事)。记述时限上至远古，下迄2000年12月3 1日。

3．本志采取“纪纲志类，详近略远，综述历史，分陈当代’’的记述方法，每卷设概述综

述历史，民国及以前的史实一般集中于第一章，有些卷延至第三、四章，然后分陈新中国成

立后的状况。体裁以志为主，兼用述、传、录、表、图。照片大部集中编排于正文前，部分

随文穿插。

4．本志分上、下两部，除《大事记》外，采用章节体结构，共设42卷，卷下设章、节、

目、子目4个层次。为突出地方特色，设鄂东革命根据地、经济开发、历代农民斗争3卷和鄂

黄长江公路大桥筹建、蕲黄茶叶茶市、蕲州药市等13篇专记。

5．纪年方法：清代以前纪年用汉字加注公元纪年；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加注公

元纪年；革命根据地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并简称“建国后”或

“新中国成立后”。

6．地名、机构、官职皆依当时称谓，必要时加注今名或今属地域。名称首次出现用全

称，以后用标准化简称。境内、域内、境区、全区、全市均指地改市后所辖区域。

7．人物志收录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并以原籍为主，客籍人物侧重记述在黄冈的事

迹。人物传、录、表排列以卒年为序。对各界已故人物立传入录列表均据其业绩及影响，善

恶并举，据事直书。职官收录范围清末为知府、民国为督察区专员及新中国建立后的正副地

(市)级以上领导干部。在世知名人物采用以事系人的办法在各卷反映，收录标准为黄冈市

属正县级以上党、政、群、团机关领导干部。编委会委员为现任市直各部门领导。

8．资料主要来自国家各级档案馆、图书馆、事业主管部门、本市所辖各县市志、市直部

门专志，均不注明出处。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数据取自统计部门，统计部门缺乏的以事业主

管部门提供的为准。计量单位1949年以前的从习惯，以后的一般用法定计量单位。

9．增设“补录’’，收录2001．2003年黄冈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与大事记要、本志

书出版时任正县级以上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名录，以反映本志成书时黄冈市政治、经济、社会

发展概貌。

10．书后索引，检索内容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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