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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详尽记载某一地区建置、沿革、．疆域、山川、

事件、人物、古迹、风俗、物产等，，是自然与社会的重要

史料，使我们前有所考，后有所鉴，向为世人重秕
．地方志可“补史之缺●，须陆续增补，以免文献中

断，史迹无查口如黄安地方志r自建县之初即有明耿定向

所著《黄安初乘》，略戴县事，然时久而多缺。后经明万

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涛康熙罔年(1665年)、十四年

≤t奄75年)、、十六年。《l参7歹痔》霹黎蹲修。。歪康熙三十六

年(1697年)，由刘承启甚其成，分列12卷，所戴较详，

始定名为。《黄安县志》。后又经道光二每、(1822年)、同

治八寿(1889年)、光绪八年、，(1ss2年)三次增修，分列

细藩≯暴黄痔Jil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i)建县以来的重

要史料。今据此斟酌损益，去其糟粕，存其精华，并增补

清末至解憝羲晦摹冕斐蟊、重大事件一人物传略，。定名为
《红安县简蠢濠蠡略萋枯、《简志’》)，为冰后骗篡《红安

县志》的基础。 、、

现将编写中有关事项作一些必要说明：

一：：我景原名黄安．。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发起

。黄安战役”夺取县城后，曾改名为红安，以后国民党政

府仍称黄安，直到解放后(1952年)始定名为红安。《简



志》县名采用今名(红安)，对解放前事件、人物等方面

的叙述，仍用原名(黄安)。

二、《简志》编写内容，原则上确定写至1949年新中

国成立前为止。但自然概况中的疆界、人口、水利建设(水

库)以及物产等不在此限≯’， ?爻。¨：
。

三、鳊写地方志，幕应遵循1，群古略今”，源划。但由

于我县建县历史较短，旧县。。志申明、清时代有关我县政

治、经济、文化记载较少，革命战争年代史实甚为突出等

实际情况，敌在文字敏述上令多于古f弥补古代资料不足

的缺陷，：将留待以后缡篡《红安县患》时解决： ，

、一鹤．、5《简志》中历代久物；t多为解放翦逝世者d解放

后去世的人物，除董必武同志、郑位三同志写入外，其余

未编入的将留待以治编篡《妊餐县志、》时编写：：，
i ，五=I。旧县志对人物鳊写，原有、·“本籍一：0。侨寓：．4之

分≯《简志》没有这样划分：《茼志》中首饼莴黄安秸境

妁备代人物；或因年代久选f文献汞足≯葭鳊驾姆仅引甩

贽料；、留特考证0 j。 ，、。”1 j
’‘1

，

．一《简志》编写，．时绫半载，，文献充多≯经验不足芦疏

漏错误参t鸯所难免。希闽者予以指出，使将奉端鸯《熏立安

县志》时有以改正。

一羌夭b车午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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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置 沿 革

黄安(今红安)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县，地

处鄂、豫之交。春秋时为黄国辖地，鲁僖公时并于楚。战

国时楚灭邾，迁邾君于邾城(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北10华里

<下同>，黄安在朱15城辖区内)。秦并天下，置36郡，属

南郡(辖湖北荆州、安陆，汉阳、武昌、黄州、德安、施

南诸府及襄阳府以南)。汉为西陵县，属江夏郡(今湖北

黄冈县西北)。晋仍为西陵县，属弋阳郡。南北朝齐时为

木兰县，梁时为梁安县，又为南安、信安、南司州，属齐

安郡(本永安郡，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北120里)。隋开皇初，

划北江州之一部别置鹿城县。不久，与州郡并废，仍名梁

安县。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梁安县力木兰县，属永安

郡。唐武德三年(620年)，废木兰县置黄冈、亭州、南

司州，属淮南节度。宋为黄冈、麻城、黄陂辖地，属淮

西路。元属黄州路，、江北道，隶河南行省。明洪武元年

(1 368年)改路为府：属湖广行省，后曾改属河南。洪武

二十四年(1 391年)又属湖广，黄冈、麻城、黄陂三邑俱

属黄州治。嘉靖四十二年建县后，属黄州府。清仍属黄州

府，下辖3里(又名乡)：泰仙里、中和里、滠源里。里

下设会，全县共5Q会。民国三年(1914年)属江汉道，后

废道存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属湖北省笫四行政督

察区，下辖6区：县治及县城附近为第一区，区公所设城



肉；第二区公所设田店；第三区公所设栗林店；第四区公

所设八里垮；第五区公所设七里坪。为便利施政起见，又

将原第三区及第五区乏一部划为第六区，区公所设两道

桥。全县计61联保，610保，6764甲。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仍属湖北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下辖城关、七里、八里3区。

全县计67联保，588保，5734甲。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属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解放后，属湖北省孝感专区。

1952年属黄冈专区，并经政务院批准，第二次改“黄安”

为“红安”(第一次是1931年1 1月“黄安战役”夺取县城

后改黄安为红安，国民党政府仍称为黄安)。黄安建县迄

今已有400余年。 、

据《黄安县志》(清光绪八年版，下同)记载黄安建

县缘起： “此壤去各治辽远，声教难暨(读“既”，达

到)，鞠为盗薮(读“搜”，人或物聚集的地方)，积逋

(读“布”，逃亡)滞讼，官司苦之。”由于“盗益充

斥，民罹(读“离”，遭遇不幸)焚劫之惨，至有举家就

屠，无噍类(噍读“叫”； “噍类”，指活人)者。”于

是“增建之议始起”。麻城县听选官吏监生秦钺、李大夏

等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上书，其中一段云： “本

县迤西地名金场姜家畈，黄冈县地名中和乡，黄陂县地名

两河口，各偏一隅，地近河南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

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俱离府县各二，三百里，地僻民

顽，官难遥制，盗贼剽掠无时。乞于切要姜家畈设县治，

始得弭塞盗源，保障地方。”(摘自《两台疏》)秦、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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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上书，在勘议时，深得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陆杰、巡按

潮广监察御史史宝善赞同，均极力主张建县，但当时建县

主张受到阻挠，负责临场勘测者亦多以难阻，明嘉靖二十

六年(1 547年)，黄州知府郭凤仪上书驳斥“建县困难”

的言论，并陈述建县的必要。如《两台疏》中所述：

“⋯⋯诚于姜家畈最切要处立一县治，则官亲于民，民附

于官，御盗保民，莫此为便。” “诚于此建设县治，则政

教行，而民知劝惩，上无诛求之过，下无刑戮之惨，益国

便民，最为要务。”黄安宫保尚书耿定向，为建县事特致

函前湖广右副都御吏冯岳，冯主建县益力，嘉靖三十九年

(i560年)，耿定向在京师又与新任潮广巡抚刘仑面议建

县事。刘极为重视，赴任即将建县任务交与麻城县令。规

后，张雨接替刘仑代理巡抚职务。次年定向奉命视察西

夏，在宜城道上与张雨相遇，耿又将建县事与张洽商。时

生员王国任等召集父老联名上书，张遂命其下属集议。黄

州知府应明德、同知袁福徵均表示赞同。巡按湖广监察御

史唐际禄、布政使徐甫奎、按察史刘斯洁等尤主建县，建

县之议始定。适值吉水毛伯温在京任要职，太保刘庄襄

亦为此事进言，乃得复奏，蒙允下议。明嘉靖四十一年

(1562年)十一月，《两台疏》上，少师徐阶在朝中竭方

赞助，恳切说明建县利害关系，尤以耿定向为建县事出力

较多。次年三月十三日经户部复奏，准于建县，割麻城的‘

太平、、仙居2乡20里甲(1 10户力皇，里分10甲)，黄陂的’

滠源乡8里甲，黄冈的上中和乡12里甲为新建县所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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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麻城姜家畈设县治，并定名为黄安。于古黄国辖地建

县，为求“地方宁谧．生民安妥”(摘自《两台疏》)，

这是黄安县命名的由来．

实现在姜家畈设县治，亦曾得力耿定理。当耿定向奉

‘命出使西夏时，趁回家探亲之便，特在姜家畈购置胡灿、

王绍文等田地125亩，并嘱其弟定理以及弟子王国佐、刘

廷谏招民至此安家，为设县治定下地盘。县治既定，即于

姜家畈筑城。城周593丈，东西I里277步，南北1里440步，

高1丈数尺不等。墙基厚2丈，顶厚2尺。城门有四：东

名“三山”，南名“载阳”，西名“回澜”，东北名“天

台”。城垛千余，营房三，月城、水闸，炮台各一．嗣

后，定理等广招商民至此经商，县城遂逐渐繁荣。

二、自 然概况

位置：黄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在东经

11 5’23’至11 5。49’，北纬29。55’至3吖36’之间。

面积：全县总面积I，796平方公里(269万亩)。其中

山地108．8万亩，占总面积40．4％；农耕地面积51万亩(水

田39万亩，旱地1 2万亩)，占总面积20叻。

地势：北高南低。东北部为山区，坡度15。一40。；南

部最低处海拔仅50米，境内高差760米左右；西南部多丘

陵地，坡度5。至20。；也有少数河谷平原，为半山半丘陵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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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界：

1、明隆庆三年(1 569年)勘定的疆域

东抵麻城界40里．至麻城县城120里；西抵汉阳府黄

陂界40里，至黄陂县城120里；南抵黄冈界80里，至黄冈

县城240里；北抵河南光山界80里，至光山县城220里；西

北抵河南罗山界90里，至罗山县城270里。

2、满清时代，黄安县疆域无变更

3、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勘划的疆域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黄安县西北旧称长水会及

塔儿会的东半部划入河南经扶县(今新县)。吕王、枣

林、羊角，老山、华上、黄站等会划入礼山县(今大悟

县)。全县幅员东西宽_80里，南北长160里。县城居全县

之中，东至麻城界40里，西至礼山及黄陂县界均40里，北

至河南经扶界60里，南至黄冈县界80里，距省城200里。

4、现在疆界(下面的里程数字，系按公路里程计算)，

东抵麻城界40里，至麻城县城134里；西抵黄陂、大

悟界各40里，至黄陂县城140里，至大悟县城158里；南抵

新洲界80里，至新洲县城120里；北抵河南新县界80里，

至新县县城114里。

山脉：县境东、西、北三面多山。大别山在鄂、豫、

皖三省边境，县境内诸山均属大别山支脉。

县北有老君山，海拔840．54尺，为县境最高山脉；

其次为天台山，在鄂、豫边境，海拔817公尺；黄毛尖，

806公尺；九焰山，778公尺；牛坳坡，661公尺；平头岭，6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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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鸡公山寨，493公尺；十丈山，445公尺；光宇山，

449公尺。

县西有七角山，164．2公尺；羊子山，109．6公尺；王

母山，107公尺。

县西北有佛塔山，313公尺；金牛山，348公尺；阳台

山，452公尺。

县西南有似马山，147公尺；小程山158．7公尺；大程

山，高度不详。

县东有尾斗山，382．6公尺；三角山，437．2公尺；大

塘山，300公尺。

县东北有游仙山4“公尺；紫云寨，382公尺；观音

寨，232公尺；长寿山，331公尺；悟仙山，229．8公尺；

酒醉山，218公尺。

县南有五云山，338．7公尺；磨盘山，223．9公尺；大

金山，19 1．4公尺；小金山，1 61公尺；云台山，148公尺；

孟尝山，163公尺；马鞍山，160公尺。

河流：县境有倒水、滠水、举水三大水系，主要河流

为倒水。倒水河西源出河南省的罗山，北源出经扶(今新

县)庆儿寺。两源自北向南，至七里坪汇流；东源出经扶

的三山门，流至古风岭汇流。计自发源之地起，流经七里

坪、县城、中和司、八里垮、高峰等地入新洲，于新洲阳

逻龙口坳入长江。纵贯全县一段全长97公里。滠水在县

西，源出老君山。在县境一段全长18公里，流经华河、赵

河、新建等公社，由黄陂滠口入长江。举水在县东南，源出

‘



麻城小界岭。县境有一段支流长4公里，流经张店、永河

公社，由新渊李集入举水干流，再经黄冈团风入长江。三

大水系总流入面积计l，975平方公里。

水库：

承雨面积 库 容
名 称 型号 数量 修建与竣工年月

(平方公里) (万立方)

金沙河 大 j jD8 17，872 1959年10月一i96S年】2月

尾斗山 大 王 74 10，685 1959牟11月一j961年4月

烟宝地 中 】 6】 5，300 】9S8年8月一j965年8月

檀树岗 中 1 78 7，179 1970年5月一i97≤年6月

八角庙 击 l 】9·S I，860 1966年8月一j969年春

父蓬《 击 I J3 3，130 1959年11月～j960年2月

小型
(一)

22 6，195

小型
!S0 2，758(二)

合 计 178 58，079

全县共修渠道1 10条，长974公里。其中干渠41条，

480公里；支渠69条，494公里。架设渡槽98座，共长15，578

米。开凿隧洞121处，共长1，969米。基本建成以金沙河水

库为主体的倒西渠系和以檀树岗水库为主体的倒东渠系灌

溉工程。其有效灌溉面积为3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68％。

气候：本县气候属北亚热带气候型。年平均温度



15．7。C，一月为最冷月，平均温度为2．3。C；七月为最热

月，平均温度为28．5。C。无霜期237天左右。

雨量：年降雨量平均为1，1 31毫米。雨量主要集中在

五、六、七3个月，。1占年雨量46％，秋季有较长期干旱。

人口：

年 代 人口数 男 女 户 数

清光绪年问 7,9，068 5，84I

j934年 270，748 J46，448 j24，300 69，33I

1937年 320，000 J70，000 jS0，000 67，000

j949年 348，790 J79，660 169，j30 86，876

j979年 546，503 286，846 259，657 160，S23

说明：1、表中1934年、1937年人口数字，来源于前湖北省政府躺印的《湖北

省统甘年鉴》．

2、1 927年黄麻起义时的民歌中，警说黄安县人口是48万，但遗查民国时

期的历史资料．并无此项盛接近此项统计凝字记载。裹中193&辱的

人口数字．是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黄安革命人民后的统计数字．



三、历代大事

(一)政治、军事

(1)元、明、清农民起义军与黄安

①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徐寿辉、邹普胜屯兵于七里

元末各地农民起义，袁州(属江西，今宜春县为其旧

址)地方和尚彭莹玉利用宗教活动与麻城邹普胜组织农民

起义， 以红巾为号，人称之为红巾军。当时罗田徐寿辉亦

在军中，因徐状貌奇异，遂推之为主，提出、“摧富益贫”

口号。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 351年)，攻陷圻水县城(今

浠水县)及黄州路，遂以圻水为都，称皇帝．国号天完，

年号治平，以普胜为太师．不久陷饶、信．次年分兵四

出，连陷湖广、江西诸郡县，遂破显岭关，陷杭州。邹普

胜等分兵陷太平诸路，声势大振。不久为元兵所败，后为

陈友谅所并． 、

邹普胜，麻城人。元时七里坪属麻城，明中叶黄安建

县时划入黄安。在今县北45里，七里坪南约7里许，隔河

相望，有塔巍然耸立，名日双城塔，相传系徐寿辉、邹普

胜屯兵于此时所建。其北有打鼓岭。南有系马冲，皆因此

次驻兵得名。塔上现无碑碣文字记载。据云塔壁原有碑

记，不知何时被毁。双城在今何地以及徐、邹在该地活动

事迹，有待今后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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