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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济县简志



．幽．-
刖 舌

根据黄冈地区行署一九八0年六月底召开的全区简志

会议精神，我们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着手编写地方

小志《广济县简志》。共分建置地理，历代大事，文教卫

生，古今名人，名胜古迹和乡土风物六个部份。其中建置

地理，古今名人和乡土风物等部份截至一九八。年止，其

它部份断至一九四九年建国时止。

《广济县简志》所据资料，系明弘治和清光绪十年两

届《黄州府志》，清乾隆十六年即公元一七五一年编写的

《辛未县志》，同治十一年即公元一八七二年编纂的《壬

申县志》，一九二一年编写的《湖牝通志》，一九五八年

：湖北省地方志纂修委员会编纂的《广济县简志》及最近调

查采访等有关资料。

《广济县简志》所载地名、年号，一律采-田今名和各

代正统年号，必要时注明原名和公元年数。

编写《广济县简志》蒙各有关部门和革命老干部提供

了许多资料，在此表示致谢。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

定有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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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地理

一、建置沿革

i、立县及隶属

据旧志载，广济县立县于唐武德四年，即公元621年，

取名为永宁县，由蕲春县分置。唐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

因与河南府永宁县重名，改名广济县。

广济县系佛教东土禅宗四祖道信出生地，佛教昌盛，

有佛国之称。遂用佛教术语定为广济县，意为“广施佛

法、普济众生”。 r

据史料记载：广济在夏商时代(公元前二十世纪——

公元前十一世纪)属荆州管辖。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属楚国。

秦朝(公元前、221—一公元前207年)属九江郡．

汉代(公元前206一公元220年)属江夏郡。《湖北
通志》载： “广济为汉蕲春、．浔阳二县地”。

三国时期(公元220——一265年)属吴，隶属蕲春郡。

西晋时代(公元266——316年：)属西阳郡。

东晋时代(公元317——420年)属新蔡郡。

南北朝时(公元420——589年)宋时属西阳郡；齐时

属齐昌郡；梁时属北江渊；陈时属齐阳郡。

隋朝(公元589——618年)先属蕲春郡，后属蕲州．



唐代(公元618⋯一907年)属蕲州。
五代(公元907——960年)后梁属吴，后晋后汉均属

南唐。

宋代(公元960一～1279年)属淮西路．
元朝(公元1279～1368年)属湖广行中书省蕲州路。
明朝(公元1368——1644年)隶属湖广布政使司黄州

府。

清朝(公元1644——1911年)隶属黄州府，后废府立

道，属湖北江汉道。

中华民国初隶属湖北江汉道，后废道设行政督察区，

属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后属鄂东行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属湖北省黄冈专区。

2、区划变更
‘

据明弘治《黄州府志》记载： “明朝时广济金县(县

诒梅川)划分七乡、三市：即灵泉东乡(在县东南)、灵泉

西乡(在县西)、永乐东乡、永乐西乡(俱在县南)，泰

平东乡(在县东南)、泰平西乡(在县南)，安乐乡(在县东

北)、武家穴市、盘圹市和马口市。

据《壬申县志》载：清朝期间，金县划七乡三镇：即

灵东乡、灵西乡、永东乡、永西乡、太东乡、太西乡、安

乐乡和武穴镇、田家镇、龙坪镇。

民国初年至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三。年，金县划分十个

区。一九三。年初夏，县苏维埃政府划全县为三个区：即



东部从太平山到龙坪为复盛区，。中部从百园到武穴为复兴

区，西部从松阳至马口为复祥区。

一九三七年，国民党广济县政府划广济县为三大区：

即梅川区、龙坪区、武穴区。联保29个，保533个，甲

5，334个。

一九四三年，金县划分七乡三镇，532个保，4，187个甲。

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即农历三月十二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南征，广济解放。全县划分八个区、一个县辖镇。区下

设三十七个乡，两个镇。一九五八年九月，撤销区、乡，成

立八个人民公社，一个国营农场即万丈湖农场，一个县辖

镇。一九六一年九月，调整公社体制，除龙坪公社保持原

体制(区级)外，金县恢复区七个，下设公社四十九个。

一九七五年撤区并社，金县设公社十五个，国营农场

一个，县辖镇一个．公社下设管理区四十八个，大队三百

一十四个，生产队三千一百五十二个。

3、户口

据弘治《黄州府志》载：明洪武二十四年为12，165

芦．95．090人，

弘治五年，广济县6，530户，47，233人。

据《壬申县志》载：清顺治十四年，6，810户，54，176,

人。 ．

据一九二一年出刊的《湖北通志》载：广济县64，410

产，319，371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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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九三四年出刊的《湖北县政概况》载：广济县

72，705户．338，726入。

据一九三七年出刊的《湖北省年鉴》载：广济69，000

余产．350。000人，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济县90，329

户，325，337人。

一九五二年90，540户，

一九五七年93，123户，

一九六二年96，706户，

一九六五年96，649户，

一九七。年105，579户，

一九七五年1“，705户，

一九七九年117，420户，

一九八。年120，300户，

4、县治

342

376

382

415

394人

071人

053人

900人

482，320人

524，874人

544，400人

548，600人

梅川镇：位于北纬30度7分，东经115度36分。 “当京

省邮驿要道”，向为历代县治所设之地。民国时又为汉(汉

口)～一庆(安庆)，梅(梅川)——武(武穴)公路之
枢纽。

旧县治命名为梅川，据弘治《黄

年间，更名为梅川。

梅川自古无城．于明崇祯十二年

靖康熙三年(1664年)筑土为城，立

』

州府志》载：明弘治

(1639年)议建城，

四门，东日叻谷门，



南日明都门，西日西成门，北目会元门，周长三里七分．

清乾隆阔，有十七条街，十三座坊，五口井．在明清时建

有考棚、试院、沧浪书院、鹿苹文社，后建有文庙、明伦

堂、城隍庙、厉坛、先农坛、社稷坛、神祗坛、文昌阁、

万寿宫、演武厅、宝兴所、兴贤庄等。一九三四年，在北

门黄鹄山建修公园，内有并生千年以上的梓树两株，称为

“龙角”，并有凉亭、小木桥、图书馆、假山、池塘等设

施，面积达三百亩。 ．

梅川交通方便。西北通蕲春的漕河、桐子河、刘公河

等地，东至黄梅，南至武穴均有公路或大道相通。

梅川商业，抗日时期最为兴盛，有大小商户七百余

家，是周围各县物资集散地。居民多达一万余人。

据旧志载：宋嘉熙元年(1237年)，元兵压境，明崇

祯十四年(1641年)，农民军攻克梅川城，曾两度短期徙

治大江中洲(今龙坪新洲大队)。

武穴：地处东经115度34分，北纬29度51分，临长江

中游北岸，江堤横贯市南，东西北三面为冲积平原。南面

隔江有江西省瑞昌县将军山耸峙．水陆交通便利，长江航

线大小客轮每日在此停靠；内湖机帆船可通至仓头埠和黄

梅等地．它是武(穴)梅(川)、武(穴)黄(梅)、武

(穴)池(小池)、武(穴)蕲(蕲州)、武(穴)田

(镇)等公路的起点。人烟稠密，市场繁荣，在鄂东诸县

中，货物吞吐量最大。素有“楚江门户”、 “鄂东重镇”

和。小武汉”之称。一九五一年曾一度属黄冈专区直辖



镇，一九五二年还归本县，一九t／--．年三月，县治曲梅J1{

迁至武穴。
’

武穴，汉代时名邬家阅，唐时称武家阅，元时为武家

穴，至明时定名武穴。后为此段江名而称“刊江。，因位

于青林I：I，又称。青林埠”。

武穴为鄂东通往大别山的重要门户，据传早在唐代

时。曾检阅过军队，史料记载：明末李自成军为夺取武穴

多次进攻；太平天国军为保“天京”(即今南京)安全，

固守武穴和田镇要塞，厚集水师陆师数万与湘军血饯；辛

亥革命时期，列为要冲派重兵防守；抗日战争时期，爱国

将士冯玉祥率兵驻守，并发过重要电文，通告全国；解放

战争时期，我人民解放军从武穴渡江南下。

武穴在明代初期j，便有二十几家渔民。至永乐二年

(1404年)始筑青林堤，到清代中期发展有三街(^即正

街、圹下街、后坝街)和十八条巷。到抗战前夕，’有十一

条街，即正街(分上、中、吓三条正街)，到家巷街、圹

下街、后坝街、新街、新堤街、大坝上街、西坝街、女儿

街、程祖街、河街和十八条巷，商业达988户，人口将近

六万。

武穴，自一九五三年三月县治迁来后，成为金县政

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原来壅窄的石板街道和铺房现已

变成新颖、宽敞的柏油路、水泥路和高层楼房。小型工业

林立，使古老城镇焕然一薪．据一九八。年统计，总人口

有23，761人：



二、地理

广济县位于长江中游下段北岸，湖北省东部．西起东

经115度23分，1东至东经115度52分．南起北纬29度51分，

北至北纬30度10分．县治所在地武穴镇，当东经115度34

分，北纬29度51分．
7

广济县东邻黄梅县，西，北面与蕲春县接壤，南、西

南面隔江与江西瑞昌县和本省阳新县相望。东西最大长度

为36公里，南北最大宽度为50公里。总面积1，220平方公里。

1、地形

广济县地处大别山南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北部

多山，中部和西部为丘陵，南部为滨江平原．耕地海拔1 5

米至850米。

、2．山地 ．

县境内各山，均系大别山余脉．绵亘在县境东北的太

平山，位于蕲、黄、广三县交界处，为本县最大山区，主

峰一尖，海拔1，063．4米．横冈山次之，‘海拔815米．延展

趋势，、分为三支：

(一)东行为桃树岭(海拔6 0 8米)，板栗山(海拔

913米h横列在广蕲界上；东南行为猪头山(海拔845米)，

潭永宕(海揽839米)，寨山(海拔856米)，斜列在广黄

界上。：：



(二)南行为余公山，灵山寨(海拔340．5米)，绵

延在团山河上游西岸各地。

(三．)西行为百果园，槐树山，皆在广蕲界上．

此外有展旗寨(海拔3 16米)，在县境北部偏西，廉

贞寨在县中(海拔376．6米)，笠儿瑙在县西北(海拔

449．3米)，和尚瑙在县西北(海拔327．8米)，仙姑山在

县西北(海拔268．7米)．

3、河流。 ．

长江，自蕲春扎营港东入县境，经田家镇、武穴镇、龙

坪镇，在龙坪镇东分两支，两支中有新洲，于龙坪老五里

围闸出境至黄梅县。境内长59公里。

梅川河，庙横冈山西南发源，驻入梅川水库，长为

2．8公里。下段经梅川镇、刘元、乐斯桥至张尧垸精遂入武

山湖，长27．9公里。

荆竹河，纵贯县境东部，源出横冈山东南，注入荆竹

水库，长6．5公里。下段经松山咀、团山河、郑公塔附近

入太。白湖，长1 9．9公里。 ．

戴文义河，发源于龙神寨，注入仙人坝水库，长4．7

公里。下段至刘家咀入官桥大港通太白潮，长16．8公里。

大金河，源于栗山，注入大金水库，长5．6公里．下

段经宋天佑、周干、张户入仓头埠港通武山湖，；长12公里。

除以上四条大河流外，尚有四条小河：即袁容冲河，

在境内长10公里；松阳河在境内长15公里；文胜河，长



8公里；铁石河长10公里。

官桥大港，又名丰收大港，属华阳水系。沟通武山、

太白二湖，是广济县湖区泻洪大港。于一九七四年扩宽改

直，全长11．92里，底宽55米，面宽100米．

4、湖’泊、水库

广济素称鱼米之乡。南部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据一九

五八出版《广济县简志》载：面积在50亩以上的湖泊3l。

个，计116，133．29亩。其中较大的湖有马口湖、黄泥潮、

武山湖、连城湖、城圹潮和太白湖，养殖面积35，000余

亩．黄泥、连城、城圹湖现已围垦成田地。

一九五七年以来，先后兴建中型水库舀座：即梅Jll水
库、荆竹水库、仙人坝水库和大金水库?蓄水量为14，190

万方。小(一)型水库17座，蓄水量为4，478万方。小

(二．)型水库80处，蓄水量2，175万方。塘堰16，565口，蓄

水量3，360万、方f

5、气候与土壤

(I)气温：据1937年出版的《湖北省年鉴》以蕲春

为代表记载：1936年广济全年最高温度为+39．8。C，最

低为一5．1。C，平均为+16．7。C。据县气象站一九五九年

至一九七九年的二十年统计，一月最高气温+21．8 9C，

最低一I 1．5。C，七月最高气温+39．8。C，最低+≥8．6’C．

年平均十16．8。C，极端最高气温为+39．8。C，极端最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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