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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张琼江

新编《监利县志》问世了。这是一件值得百万监利人民可喜可贺的大事。

监利是个可爱的地方，位于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腹地，东襟洪湖，西接荆沙，南枕长江，北

依汉水支流东荆河，总面积3237．67平方公里(其中陆地2932．99平方公里)，人口132万。她

历史悠久，地灵人杰．物华天宝，文化灿烂。早在7000多年前，原始人就在监利这块土地上生息

繁衍。是大溪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监利西周时属州国，春秋战国时属容城，为楚国领

地和乐苑。楚王修建的雄伟华丽的荆台和章华台都在县境内。汉朝时名华容县，曹操兵败赤壁

逃归荆州的华容道．逶迤穿过全境。公元222年，孙权从古华容县内划出水茂粮丰之地另建一

县。设官“监收鱼稻之利”，监利之名始于此。由于监利是雄踞江边的战略要地，宋朝名将宗泽、

岳飞曾在白螺矾驻兵。元末农民英雄陈友谅曾以监利为驻点揭竿起义与元兵抗争。太平天国

的义士们也曾在监利与清兵血战。士地革命战争时期，监利又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

域。红六军、红九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先后在监利成立。抗日

战争时期，在监利到口和周老嘴分别成立监沔行委会和监利行委会，监利全县是襄南抗日民主

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战争时期，监利滨湖一带又是江汉解放区的一部分。在那火红的

年代．监利全县有30多万人参军参战，有10多万烈士的鲜血洒在河湖港汊间。监利人民创立

的光辉业绩，镌刻在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上。

悠久的历史，养育了荟萃英才．孕育了灿烂文化。一代名将伍子胥大智大勇，锄虐除暴，豪

情浩荡，唱出的是监利之魂的正气歌。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曾在这古泽畔吟咏，水中濯缨．

伴着沉思的脚步吟诵出绝唱《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卷起了一次诗歌革命的风暴”。历事六帝

的汉朝大学者胡广，以其卓越的才华审时度势，赢得了“万世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的

美誉。清朝翰林朱材哲，带着大陆人民的情谊开发和建设宝岛台湾，任知府十数载，被台湾人民

尊崇为“朱青天”，为海峡两岸源远流长的友谊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到了近代，著名留日学者

黄瑞兰辅佐孙中山先生，运筹帷幄，功绩卓著；爱国义士萧国宝、李秉馨率众响应武昌首义。血

洒红楼、彪炳史册。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监利的河湖港汊间走出的元帅、将军以及

血染疆场的段德昌、柳直苟、鲁易、崔琪、姜炳炎、张孝贵、陈步云、龚南轩等人民英雄，他们用忠

减和热血，在监利的土地上树起了一座巍峨耸立的湘鄂西丰碑。正是这处处留胜迹，代代涌楷

模的热土，使多少桑梓之士引以为荣，牵魂挂肠。旅台乡亲王轶猛先生一篇《月是故乡明》，记

“容城八景”，颂先民风范，引发海外游子多少思乡情。

监利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素称“鱼米之乡”。90年代，水稻产量居湖北省市县之冠，列为全

国第八位。肉类、麻类、禽蛋产量均进入全国百强之列。由于河汊纵横、湖泊密布，监利县是全

国商品鱼生产基地，鳜、鲫、鲭、鲤都是名贵的优质鱼，全国四大家鱼种质资源库就设在监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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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江河。这里还是贵重中药材荆半夏、薄菏、花粉、莲须的主产地。监利还是全国商品棉生产基

地，吉贝大布早在宋明时期就闻名川黔粤桂。朱河、新沟自宋代建埠，商贾云集，是江汉平原著

名的“鱼埠”、“花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监利人民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辛勤耕耘，艰苦创业，用

智慧和汗水建设自己的家园，监利成为全国著名的商品粮、商品鱼、商品棉和出口麻生产基地。

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经济迅速发展，截至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递增

6．7％，初步建成以纺织、造纸、机械、食品加工为主的工业体系，20多家企业年产值过千万，55

种产品获国优、部优、省优称号；农业在30多年持续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基础上，

大搞农业开发，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农产品商品率达到50％以上；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所

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增加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社会购买力增加2．6倍。交通、通讯、城市建设

状况有了根本性改观，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中共监利县委、监利县人民政府决心和全县广大人

民群众一道，抓住发展机遇，解放思想，群策群力，全面振兴监利经济，把监利建设得更加美丽

富饶。

“盛世修志”。新编《监利县志》是200多名修志工作者数年辛勤劳动的结晶，记、志、传、图、

表、录6类31卷，百余万言。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展现了1840～

1991年监利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各个时期历届政府兴衰起落、成败

得失的基本规律，明是非，辨得失，稽古鉴今，彰往训来；她纵述历史，横涉百科，以类系事，纲举

目张。对于我们认识监利、研究监利、建设监利，是一部资鉴价值很高的吏书；对于我们追本溯

源、凝聚伟力、报效桑梓，是一部极好的教科书!’

至此，我再一次祝贺新编《监利县志》的出版!向为监利史志事业作出贡献的修志工作者致

以衷心的感谢!同时向关心监利、热爱家乡的海内外监利乡亲致以崇高的敬意!

是为序。

1993年3月

注：作者系中共监利县委书记。

凑，礴嘲I



●夏钧勤

古人云：“治郡国者以志为鉴”。1988年，余不敏受命署理监利县事，并继任主修《监利县

志》，系一方之全史，明百世之渊源，可谓施、资相得益彰。今志成问世，抚卷沉吟，倍感欣喜、亲

切!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早自明代，监利已即行修志，先后纂有明正统、万历，清顺治、康熙、同

治、光绪等7部古版《监利县志》，惜明志已轶，惟存清志5部，北京、天津、南京等处图书馆有

藏。民国11年(1922)前后，邑人湖北通志馆馆长龚耕庐，曾倡修《监利县志》，县府已邀集文士，

筹资派款，拟行编修，终因兵燹水患连年，民不聊生，半途而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40余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监利已发生翻天覆地之变。人民‘

创业，艰苦卓绝；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盛世而志兴，1958年，本县修有社会主义的第一部新《监

利县志》，为全省7部新志之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失之简陋。1985年，县人民政府调集力量，

再行修志，春秋易度，时历8载，终成宏篇巨帙，洋洋百万言。新编《监利县志》问世，对于促进监

利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将是锦上添花，如虎添翼；也是给华夏地方志文化宝库奉献上了一个丰

硕之果。

从文匪易，修志更艰。一部新《监利县志》，凝结了所有修志工作者的心血，蕴涵了社会各界

的支持和关怀。藉此，我谨代表监利县人民政府、监利县志编纂委员会，为之深表敬意，致以谢

忱l

新编《监利县志》取事150余年，时跨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3个时代，既是古版《监

利县志》的文化传承，更是它的质的否定和出新。其采用新体例、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编纂而

成，举凡晚清、民国事物，综而述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社会发展，则分陈镂作，既有新旧

社会性质的泾渭分明之辨。又有注重事物的联系、发展和详近略远之效，等等。于旧志不可同日

而语，于其他新志亦别具风格。同时，其疏漏难免，尚望识者不吝赐教。

谨以为序。

，

‘

1993年5月

注：作者系监利县人民政府县长、监利奥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f0



凡 例

： j

·i ●I i i!!!!!!!!!!!!!!!!!!!!!竺

一．本志上接清同治《监利县志}(1872年版)，为完整反映县境太平天国事，上限一般断至

1840年，《大事记》、《建置》、鬈人物》等卷突破此限I下限截止于1991年。

二，体裁采用志、记、图、表、传、录等形式，以志为主，详近略远。志体部分，于晚清、民国事

物，一般不进入序号，而用不同字体分层次，综而述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事物，则先撮

其要，概述总貌·而后进入序号，分类条述。

三、全志分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等6大类，凡31卷，另置《总述》、《大事记》于

卷首，缀《附录》以殿后。

四、纪年，凡清以前皆以帝号纪年，用汉字书写，一帝号在一段落里首次出现时，用阿拉伯

字加注公元年号；民国纪年用阿拉伯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悉用公元纪年。

五、地名，一般称呼当时地名，已不沿用的，一段落首次出现时加注今名。

六、度、量、衡使用，民国以前一般沿用旧制，不作换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悉用公

制。

七、数量表述，悉用阿拉伯字。

八、《人物》循“生不立传”之古例，排列不分传录，不分界别，统一以生年先后为序，以免人

为分割事物的本来联系；此外，缀录本籍部分在世知名人士名录，以作资料存史。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全县各乡、镇，县直各有关单位所编写的分、专志资料，和本省、

地、县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北京、南京、重庆、恩施等地图书、档案馆藏，限于篇幅，一般不注明

出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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