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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清新；东部有繁华的闹市，南部有肥沃的田园。

应山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商、周、秦、汉时期，这里就是古战场，并有

较发达的贸易。公元536年，即梁大同二年设置永阳县，隋开皇十八年改

永阳县为应山县，迄今已有1390年。唐朝大诗人李白，曾于开元十五年隐

居寿山，著有《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等诗文。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也

曾旅居应山，留下翰墨文章。县境有大贵寺和宝林寺等多处寺院，建筑精

美，僧侣众多，方圆百里，香客不绝于途。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于洪武二

十七年召见宝林寺和尚无念，赐予衲衣、金钵盂等物和诗文。这里还生长

过许多名入学士、英雄模范。北宋著名文学家宋庠，三元及第，曾两度任宰

相。明朝县人杨涟，是一位有才学、刚正廉明的政治家。 一，

应山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李白成领导的

闯军，以及捻军、太平天国军等著名的农民革命队伍，都曾在应山转战，得

到人民的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应山人民

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与外来侵略者和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从

．秘密活动到公开建立红色政权，使应山成为中原老革命根据地组成部分，

是全省苏区县之-。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应山这块土地的解放，献出了自己

的宝贵生命一 ． 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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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应山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艰苦奋斗，发愤图强，为四化大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国民经济保持着持续

稳定的增长，各项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全县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一

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应山明清两朝，先后六次修县志，最后一部成书于清同治十年，县志不

修已一百多年。1980年，中共应山县委、县革命委员会贯彻继往开来的精

x神，决定编修《应山县志》。我于1983年到县政府工作，有幸参与县志的编

修工作，这次采用新方法、新材料、新观点新修成的《应山县志》，是一大批

修志工作人员集体智慧的结晶。它贯通古今，内容丰富，记载了成败得失，

明确是非曲直，为各界人士了解应山、认识应山、建设应山提供了翔实的资

．料和依据，为人们鉴古知今，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客观规律提供了借鉴，也

为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乡土教材。它是全县人民共有

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修志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任务相当艰巨，全体编纂人员为此

积极工作长达八年之久，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四处奔波，搜寻查访，作

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们广征博引，字斟句酌，先后多次易稿，表

现出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还有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精心撰写专志，给予

了大力协助和支持。值此新编《应山县志》出版之际，向为《应山县卷》的编

纂和出版作出贡献、付出心血的领导、专家学者和所有仁人志士、社会贤

达，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J 。

‘．这部地方性的科学文献，如能为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

提供必需的资料；从而发挥参考、借鉴、教化的作用，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那就达到了这次编纂县志的目的。 ，，
， 。：．

新编《应山县志》能否符合当今志书的要求，无愧于社会主义新时代，

还有待社会检验：’这部县志问世，希望能得到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及广大

读者的批评指正。 、‘。，。 。‘．，7卜-一

’‘

’、' ： 一’ ．， t。杨光胜①。一．． ’。

、’j， 一九八八年=71十六日于应山

’i
‘

’’j
。

： 。 !_J j ．

——’，一．、‘’。’，，， ：，
‘．．

①杨光胜同志为中共应山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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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之一，椎轮始于东周，大辂成

于北宋。是后历世纂修，至今不废。国都所在之区，修志之风尤盛。如南

宋的浙江，明清的畿辅，世称“方志之乡一。清季以来，湖北文事大兴，方志

大师辈出，如杨守敬、樊增祥、张国淦、王葆心、甘鹏云之俦，撰志论志，卓然

成家，称湖北为“方志学家之乡”，亦未为不可。孝感地区应山县于1981年

响应党中央撰史修志号召，并弘扬乡贤优良传统，组织县志编纂委员会开

始编写新志。全体同志黾勉从事，以八年的辛勤劳动，撰成戊辰《应山县

志》。

应山县山川壮丽，钟灵毓秀，气候宜人，物产丰盈，人民机智、勤劳、勇

强，是国家建设的一个大好基地。在旧社会，地利未辟，人未尽其才。人民

劳动终年，犹不得温饱，长期呻吟于反动统治之下。解放后，特别是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应山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奋发图强，克勤克

俭，艰苦奋斗，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已为

现代化建设树立了坚强基础。这也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人能创造

世界的真理。长此下去，不仅小康之治可期，即郅隆之世，亦指日可待。

今观新志经过认真检寻浩瀚的史籍、案牍，到处采访知情人士，调查实

迹、博物，精心鉴定，历经八载撰成洋洋百万言的皇皇巨制，系统地记载了

广水市建制以前的应山县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与现状，尤详于当代，体

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反映

了地方特色和各种专业的特点与古今人物、献征，保存了大量珍贵的科学

研究资料。在方志体例上也有所创新，且实事求是，务实求真，对已往政治

上的失误虽有微词，用垂鉴戒，风当世而诏来兹，但用粗线条叙述。足证新

志可供辅政资治和科学研究的参考，也是发扬爱家乡爱社会主义的极好教

材。文字通俗明畅，易于推广流传，洵为可贵J ．



4 。一
序二

我向习历史，亦好钻研地方志乘。今应山新志编成，志林又结硕果，故

徇其请而乐为之序。

。

： 傅振伦①

一九八八年戊辰岁于北京，时年八十三

。 ①傅振伦先生，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著名方志学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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