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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邓昌德

孝感，地处中原腹地，南邻特大城市武汉，北枕大别山南麓，交通优越，

物产丰厚，人文荟萃，历史悠远。自夏商即设建置，南北朝刘宋孝武帝孝建

元年(公元454年)设立孝昌县，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因董永“卖身

葬父，孝感动天"，故改名孝感县7，沧海桑田，经久不衰。但在漫长的封建、半

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孝感社会经济极端落后，人民饱受饥困之苦，生活于

水深火热之中。革命战争年代，孝感人民跟着中国共产党，参军支前，浴血

奋战，前赴后继，谱写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光辉篇章。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全市人民靠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党

的领导，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用勤劳和智慧的双手，描绘出一幅幅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壮丽图画，初步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取得了过去

百年来所没有的空前成就。但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和其它历史条件的局

限，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经济社会发展不尽入意，

197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不到1亿元，农民人平年收入不过几十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溱河两岸，董永故

里跨入了历史新阶段。特别是1 983年撤县建市后，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

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立足于四项基本原则这块基石，顺应改革开放的大

潮，确立了“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促发展，城乡一体，工农

并举"的经济发展战略，全市百万人民奋发进取，实干兴市，开创了建国以

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谱写了孝感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城市工业

牢牢抓住了“三线"企业调迁的历史性机遇，大搞引进、联营、配套、挖潜，建

设了初具规模的“开发开放试验区力，形成了机、电、光主导，相关企业配套，

“三资"企业跃起的良好发展态势。千年的小城镇，已被中等城市的建设框

架换了新颜。农业上，家庭联产承包之花开遍了滠川大地，双层经营体制显

示了巨大活力，粮棉油生产，多种经营发展迅速，集体经济犹如旭日东升，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我市农村经济正加速由自然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转

变。八十年代，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两番，工业产值增长6倍，粮食总产

突破60万吨，农民人平纯收入净增346元，全市人民已跨越“温饱"，正向

“小康”迈进。一个生机勃勃，显示巨大活力的新孝感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

孝感有编修地方志的传统，早在明嘉靖、万历年间，曾两次议修，惜草

纂而罢，未能成书。清顺治迄光绪年间，纂修续修了五部《孝感县志》，这些

志书内容广泛，资料丰富。然而最晚的一部光绪《孝感县志》却距今已一百

余载。适逢改革开放的盛世，我们成立了修志常设机构，目的是要用新观

点、新材料、新方法，辟谬正讹，实事求是地编纂出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出

孝感历史和现状的新方志。这项浩繁艰巨的工程能顺利完成，新编《孝感市

志》能得以面世，实在可喜可贺。

新编《孝感市志》全书共26卷，120万字，上起1840年，下止1 990年，

纵述历史，横涉百科，不虚美，不掩过，如实地展现了孝感一百五十年的历

电，善恶褒贬、经验教训，无一不在其中，为全市人民和子孙后代留下了一

部信史。新市志的出版发行，是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孝

感人民献给第二届全国农民运动会的一份珍贵礼物，将会使更多的人了解

孝感，认识孝感，激励更多的人热爱孝感，建设孝感，为孝感经济的加速发

展发挥重要作用。

纵览《孝感市志》，令人兴味盎然，促忙之余，仅缀数言，聊以为序。并借

此机会，谨向为孝感地方志事业付出艰苦劳动的地方志工作者致以崇高的

敬意，向为《孝感市志》编纂、修改、定稿、出版工作洒下辛勤汗水的领导、专

家、学者和各方人士致谢。

①注，邓昌德系中共孝感市委书记．

一九九二年四月



序 二

张文启

在举世瞩目的全国第二届农民运动会即将在孝感举行之际，新编《孝

感市志》正式出版，它是我市在改革春风沐浴下绽开的一朵奇葩，是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果，也是全市135万人民奉献给全国农运会的一份

厚礼。 ．

地方志是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的科学资料书，是一地、一方经世致用的

综合性文献。编纂社会主义的新方志，是承上启下、彰往昭来、资治当今、垂

范后世的千秋大业。《孝感市志》的编修工作，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

协的高度重视和鼎力支持下，荟萃各界文翰精英；广采古今要事轶闻，历时

八载、四易其稿，三审定稿，其成书之艰辛启卷可知，致用之功能毋庸赘言。

可以预料，它的问世将为今后我市施政决策提供历史的借鉴，为孝感的经

济腾飞提供科学的依据。

孝感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

衍生息。现已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有30多处，商代遗址4处、西

周时期遗址25处、春秋战国时期遗址8处、汉代遗址5处、唐宋遗址多处。

孝感市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于1926

年创建了中共孝感特别支部，领导广大群众开展了以反帝反封为主要内容

的革命斗争；土地革命时期，于1929年建立了中共孝感中心县委，革命根

据地面积占全市面积的30％以上；抗日战争时期，于1938年在许金彪等

同志的领导下创建了湖北第一支抗日武装，积极开展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

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实现全军战略转移，配合五师主力突围，解放全

中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

孝感市地灵人杰，风华物茂。闻名全国的孝感麻糖，古为宫廷膳食中的

佳品；孝感米酒是湖北有名的地方风味，甜香可口；孝感太子米，是全国五

大名米之一。荸荠、大蒜、莲藕等副产品远销东北、西北、华北，出口日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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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工业产品有25个获国家、部、省优质产品奖，畅销全国，享誉海外。孝

感市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品位较高，有铜、铁、锰、铅、磷、花岗石、白云石、大

理石等矿床、矿点52处。

孝感市地理位置优越，发展经济前景广阔。孝感市地处中原，毗邻武

汉，位于京广铁路中心地段，107、316国道穿境而过，水路可经滠河、入汉

水、通长江，城区内有军民两用机场，距天河国际机场仅38公里，交通发

达，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孝感市是全国对外开放城市之一，是湖北省人民

政府批准的新产品开发开放试验区，是全国商品生产基地、优质米基地、江

汉平原综合开发基地。改革开放以来，孝感市吸收了一批外商和港、澳、台

同胞及三线企业前来投资办厂，为进一步推进孝感市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孝感市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孝感市一百多年的历史演变过程，讴歌

了孝感的仁人志士，介绍了孝感各个时期的得失，是各界朋友了解孝感、认

识孝感的可靠依据，对于振兴孝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

义。

《孝感市志》编纂人员虽已尽心尽力，但由于工程浩瀚，难免出现遗漏

和差错，敬请各界人士予以斧正。

①注。张文启系中共孝感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市志编委会主任．

一九九二年四月



凡． 例

一、新编《孝感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采用新观点、新材料、

新方法、实事求是地反映孝感的历史和现状，以求达到保存史料、促进经济

发展、教育后代、服务社会之目的。

二、本志上限1840年，下限1990年，部分内容作了适当上溯下延。

三、本志除《大事记》外，采用一级平列，绝大部分卷运用“纪纲志类、详

近略远、综术历史、分陈现状”的方法编写。

四、《人物卷》分传、录、名三部分，坚持生不立传，名次排列，以卒年为

序。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和记事本末相结合的方法，记述事物的梗概·

六、对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立专章，分别散记于《大事记》和有关

纲目。．

七、叙事采用公元纪年。清代及以前逐条夹注历史正称；民国则只在每

章第一次出现年代夹注民国年号，余下不注；新中国建立以来均用公元纪

年。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简称“新中国建立以前"、“建国前"·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简称“新中国建立后”、“建国后’’。“解放后’’专指中

华民国38年4月29日孝感解放至同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周成立以

前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

九、本志中“孝感"均指孝感市‘县)·孝感地区则带“地区一二字。凡是

称谓“省"、“地”、“市(县)”的地方，分别指“湖北省"、“孝感地区”和“孝感市

(县)”。

十、本志对新中国建立前不易换算的计量单位按当时计量单位记述。

新中国建立以后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及使用规则》记述。

所用数据以市(县)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统计部门所缺者，则采用有关单

位的数据。 ．

．涉毛’



十一、本志所有图、表、录、夹注均随文附载。

十二、本志资料主要源自市(县)档案馆、图书馆、市(县)直各部门，各

乡镇所编史料或专志，湖北省档案馆、图书馆，武汉市档案馆，中国第一、二

历史档案馆和重庆历史档案馆以及报刊、旧志，加之当事人、知情人口碑资

料。经核实、甄辨后录用。文中资料出处，一般不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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