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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明朝万历年间、清朝乾隆年间、

清朝同治年间以及民国11年，曾编纂四部《南漳县志》，这些志书曾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教训，

认识和掌握省情：市情：县情，以推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

明建设，修志事业在全国兴起。中共南漳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底

发起修志，历时八载，由于全体修志人员的努力，全社会的支持，第一部

社会主义时期编纂的《南漳县志》正式问世，这是全县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 ·

新编《南漳县志》记载了上起1911年，下至1987年的南漳历史，反

映了全县自然和社会的基本面貌，记载了各项事业的发展过程和主要的

历史经验教训。它是一部地方史，也是一部地情咨询工具书。

’南漳历史悠久j早在春秋时代，这里已建立罗国和庐戎国，秦始设

县。在这块土地上，发生过“卞和献玉"、“司马荐诸葛’’手广为传颂的故

事。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曾在这里进行过推翻朱家王朝的

斗争。从元代至清末，南漳人民为了砸碎封建锁链，发动了多次武装起

义。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南漳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进行

挣扎和斗争。无数志士为救民于水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中国共产党建

立后，南漳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开始有了航向。共产党人领导了震

惊鄂北的“荆山农民起义"；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起了轰轰烈烈

的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了开辟新区的武装斗争，终于在1949年初解放南

漳全境。《南漳县志》反映了南漳人民在封建制度桎梏下的苦难生活，记

叙了南漳人民争取解放的英勇斗争历史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

建设的光辉历程。以此为教材，将激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

社会主义制度，热爱南漳这块土地，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优良的革命传

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而奋斗。

新中国建立唇，，南漳人民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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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政权之后，国家如何建成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无

范例可学，南漳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探索中前进。建国40年来，社会

主义建设取得了光辉成就，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加快了步伐。今日南漳，和旧中国比较，已发生了

历史巨变。南漳人民已彻底埋葬了官僚恶霸横行、经济凋敝、文盲遍布城

乡、人民饥寒交迫的时代；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群众

过上温饱生活的新南漳，已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

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也有过失误和

教训，从1957年到1978年问，我们曾经经历了几次折腾，因而，我们所

取得的成就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南

漳县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记载了我们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

训，将有助于人们以史为鉴，更J顿利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恢复了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在这一思想路线指引下，一切决策都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

县情和认识县情的基础上。回顾历史，我们有一些事情没有办好，多属背

离了因地因时制宜的原则。当代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一个巨

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各级领导要全面了解县情，而且各行各业也要相互

了解。如果从事工业的工作人员，对于农业和商业的状况知之甚少；从事

文化教育的工作人员，对于经济状况知之甚少，则很难设想他们会作出

正确的决策。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作为地情咨询的大型工具书应运而生，

无疑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

《南漳县志》成书之时，正值南漳解放4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40周年之际，仅以此书作为建国40周年和南漳解放40周年的献礼。

胁驽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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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为准绳，遵照《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全志上限1911年，下限1987年，表格延至1988年；其中总述、政治综述、经济综述下

限1988年，大事记止于1989年．

三、全书分一序，一记(大事记)，四编、30卷，一传(人物传)，一录(附录)，一跋。

四、各专卷之首均有一段文字简述本项事业的筒史或概貌，未专门立目．

五、资料来自各部门志、各级档案馆的文献资料和采访知情人的口碑资料。

六、辛亥革命前，以朝代纪年，各卷首次出现年号时加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前，简称。建国前”，公元与民国年号兼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简称。建国后”，以公元纪

年。

七、各类统计数字使用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统计局无资料者，使用有关局的统计资

料。
“

八、计量单位使用公制。

九、人物“生不立传”。入传者一律按卒年先后排列，不分类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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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

南漳位于鄂西北，总面积3859平方公里。山地较多，习惯的说法是“八山半水分半田”，是
一 湖北省37个山区县之一。荆山山脉绵延县西，地形西高东低。县城以东，系丘陵、平畈，盛产水

稻，棉花；县城以西为山区，林特产品种类繁多。潍水，蛮河、漳河、沮河由西向东穿越县境。总

人口57万，其中非农业人口8万。耕地4．73万多公顷，其中水田2．26万多公顷。

南漳是湖北省的粮食基地县，也是全省知名蚕乡和木耳之乡，索有“金南漳”之称．

春秋时期，南漳属罗国和庐戎国领地，秦设伊庐县，隋设思安县，开皇十八年(公元598

年)，因境内有漳河(古称南漳河)，改思安县为南漳县。秦至南宋，县域多次分合，治所几度变

迁．南宋合中庐、南漳二县为南漳县，县治所定点于玉溪山北，蛮河中游。此后，县名、县城沿袭

至今i

1988年南漳有17镇、四乡、一场，即城关镇、武安镇、胡营镇、刘集镇、安集镇、九集镇、涌

泉镇、龙门镇、李庙镇、长坪镇、薛坪镇、板桥镇、峡口镇、巡检镇、东巩镇、肖堰镇、花庄镇，赵店

乡、三景乡，雷坪乡、转弯头乡，清河农场。下辖529个行政村。 ．

在这块土地上，发生过“楚人卞和献玉”、。秦将白起引蛮水攻鄢”、。东汉名士司马荐诸葛”

等广为传颂的故事。2000多年以前，南漳人民就开凿了武镇长渠，经过几十代劳动人民的努力，

兴建了。七十二河堰”，使蛮河两岸成为山县粮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南漳人民为了摆脱残

酷的剥削和压迫，曾经发起过多次武装起义，明朝成化年间，以南漳、保康、房县为基地，百万饥

民发起了震惊明廷的“荆襄流民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曾在人民的支持

下，在南漳转战多年。清朝的白莲教起义和红巾军起义，都在南漳写下了浴血奋战的悲壮诗篇。

白莲教一支起义军在殷庄受困，腹背受敌，千名义军誓死不降，全部跳岩身亡。辛亥革命后，清

王朝覆灭，但封建制度依然如旧，一些留日学生，试图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路，他们开

矿、办学，均中途夭折。1927年，中共南漳县委会建立，南漳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有了正确

的航向。1928年3月，中共南漳县委发起了震撼鄂西北的“荆山农民起义”，一度建立苏维埃政

权。起义失败后，领导人李协一、张道南等共产党人和大批革命群众英勇就义。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南(漳)、宜(城)、保(康)中心县委和国民党南漳县政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起轰轰

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解放战争中，中共江汉区委和桐柏区委在南漳开辟新区，领导南漳人民

进行武装斗争。1949年元月全境解放。在争取南漳解放的斗争中，数百英雄儿女贡献了生命。

从辛亥革命到全县解放，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束缚下，生产力发展缓慢，政治制度日

趋腐败，人民生活贫困。1949年南漳解放，南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40年艰苦奋

斗，使全县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

1988年工农业总产值为67901万元，是1949年的18．2倍；财政收入为2579万元，是

1949年的12．8倍。南漳已由单纯的农业县发展成为工业居主导地位、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格

局。1988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比重为67．6％，农业比重为32．4％。国民生产总值为

曲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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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55万元，其中第一产业占39．9％，第二产业占41．6％，第三产业占18．5％。社会总产值为

78445万元，农业占28％，工业占58．6％，建筑业占3．9％，运输，邮电业占4．8％，商业、饮食

业占4．7％。农、轻、重的比重为32．4：36．4：31．2。

旧中国，南漳砻子砻米，土机织布，油灯照明，没有现代工业。经过40年的努力，南漳人民

建成了以轻纺工业为支柱，机械、化工、建材工业为骨干的现代工业基础。1988年全县有工业

企业(不含村及村以下企业)280家，其中产值在千万元以上的有六家，百万元以上的有53家。

有30多种工业产品获部优、省优或市优称号，16种工业产品出口。县棉麻纺织厂是本县的主

要创汇企业，该厂生产的麻条出口日本，为免检出口产品。化肥厂年产台成氨1．66万吨，供应

本县自给有余。“珍珠液”酒、“水晶”粉丝、CAIB刹车阀、猕猴桃软糖、烙花筷子都是享有盛名的

名优产品。南漳的漳河、蛮河、沮河水源充足，落差大，水能资源丰富，水能蕴藏量为14余万千

瓦，开发利用率为13．38％。年发电量3000--5000万度。电站和大电网连接，22个乡镇和81％

的行政村通电。1988年工业总产值为45901万元，是1949的230倍，1957年的117倍。利润

总额为3231万元，是1957年的278倍。劳动生产率为13060元，是1957年的2．3倍。

1949年，南漳生产粮食67965吨，播种面积平均每公顷产945多公斤，人平占有粮食200

多公斤。1988年年产粮食320230吨，播面每公顷产4770公斤，人平占有粮食553公斤，居湖

北省山区县前茅。土特产品1500多种，黑木耳和蚕茧产量历年在省内领先，银杏和核桃产量

居全省首位。1988年产黑木耳386吨，蚕茧635吨，银杏350吨，核桃461吨。林业资源潜力较

大，全县拥有林地21．67万公顷，是耕地的4．5倍，常年收购商品木材2万多立方米，出售各种

林特产品1000多万公斤。80年代，柑桔、茶叶等经济林发展较快。1988年牲猪存栏31万余

头，出栏24万余头。全县有水库130多座，其中蓄水1亿立方以上的大水库三座，三道河、石

门、云台山三大水库的灌区是南漳的粮仓。全县有效灌溉面积为2．2万公顷。每6．67公顷耕

地拥有农业机械8．7千瓦，平均每公顷施化肥1770公斤，用电420度。农村经济结构单一的

局面已开始变化，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初步形成。1988

年，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49467万元)，农业占66．4％，工业占20．6％；建筑业占5．2％，运输

业占3．6％，商业占4．2％。在大农业的产值中，种植业占64．1％，林、牧、副、渔占35．9％。农

产品的商品率为50％，每劳力提供商品粮600多公斤，生产商品量808元，创社会产值2207

元．有2．8万多人常年在乡镇企业劳动。农业总产值为2．2亿元，是1949年的6．2倍。

解放前夕，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商业凋敝，大批商店破产。解放后，人民政府迅速扭转了物

价猛涨的混乱局面。伴随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城乡流通网络日益扩大，商品经济日益繁荣。1988

年每1万人中有商服网点94个，商服人员247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6530万元，是1949年

的36．8倍，国营、集体(含供销合作)、个体的比重为27：48：25。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销售毛利

为4755．4万元，毛利率为14．7％。

旧社会，南漳仅有一条泥土公路迂回宜城通往襄樊，晴通雨阻。货物运输依靠肩挑背驮。经

过40年的建设，公路四通八达，城乡交通网络建成。宜(城)竹(溪)公路由东到西横穿县境。襄

(阳)南(漳)公路使县城和鄂北的交通枢纽襄樊市相连接，昼夜行车密度为每小时125车次。

襄樊、南漳间客车每日对开32班次。南(漳)巡(检)公路和南(漳)板(桥)公路穿越丛山峻岭，

打开了通往县南和县西山区的通道。1988年，全县公路通车里程2200公里。拥有民用汽车

1202辆。全部乡、镇和88％的行政村通车。城关、武镇拥有自动电话1500门，长途电话通往全

国各地，农村电话连接各乡镇和95％的行政村。

县城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非农业人口3万多人。城区面积由建国前的6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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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扩大到16平方公里。1986年建成五里长街——水镜路，街道宽阔，楼房林立。城东武安镇

是轻工业集镇，也是南漳第二大镇。战国时秦将白起在此拦蛮河水攻楚国鄢城有功．封为武安

君，武安镇因此而得名。镇区非农业人口l万多人，镇区面积由建国前的6平方公里扩展到13

平方公里。
’

解放前夕，每1万人口中有在校小学生303人，初中生14．5人．从清末到1948年，培养

初中生347人，职业学校学生600多人。1988年，每1万人口中，在校小学生1221人，初中生

251人，高中生37人。1949q1988年间，升入大专的学生为1395人，升入中专的为4222人。

解放前，南漳设民众教育馆一处。此外，无专业文化团体。1988年，有文化馆3个，文化站

18个，艺术表演团体2个．图书馆一处，藏书6万册。有电影院16座，影剧院二座，放映队91

个．刘久和创作的长篇小说《兵行诡道》在全国发行。全县有96％的行政村通广播，覆盖率为

71％。设电视转播台34座，地面卫星接收站三座，覆盖率为61％。

旧中国，人民缺医少药，传染病多次大流行，每次瘟疫均有数以千计的病人丧身。血吸虫病

曾使81个村庄毁灭。1948年，全县30万人，仅有病床10张，每干人中有医药人员1．5人，人

口平均寿命30岁。新中国建立后，50年代消灭了天花、霍乱，80年代消灭了血吸虫病。1988年

每千人中有病床2．32张，专业医疗卫生人员三人。人口平均寿命68．4岁。

解放后，依靠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了工农业生产．1988年，全县有各类科技专业人

员4844人，其中高级职务81人，中级职务769人，初级职务3944人．70和80年代，完成科

技项目529项，有522项获明显经济效益。

旧中国，农民和城市贫民常年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贫农交租后，人平均粮食175公斤左

右，不敷口粮之需，多以糠菜相补。大批城市贫民没有固定收入，常受断炊威胁。新中国建立后，

人民生活逐步改善。80年代，农民过上了温饱生活，部分农户开始富裕。旧社会一直无法解决

的城镇居民失业问题，今已基本解决。从1949--1987年，在国家职工中进行了三次工资改革，

10次工资调整，工资逐渐增长。198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65元，是1957年的12．24倍。全民

单位职工人均工资1337元，是1949年(供给制)的9．2倍，是1957年的3．07倍。集体单位人

均工资1010元，是1957年的3．3倍。旧社会，大部分贫农和城镇居民终年负债。1988年城乡

人均存款158元．‘

40年来，南漳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物质文化财富，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也经历过挫折。1949--1956年间，党和政府领导南漳人民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对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经济文化建设都发展较快。1957--1966年间，

开始转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支农工业有所发展，现代工业有了基

～础。此间，出现过。大跃进”、反。右倾”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失误。1966--1976年间，开展。文

化大革命”，南漳人民经历了一场灾难。由于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群众对于各种倒行逆趣有所

抵制，经济文化仍有所发展。“五小”工业发展较快，农业灌溉条件改善，新技术的推广成效日益

显著。1976--1988年，进入历史新时期，1976年lo月结束动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

级党组织逐步摆脱了。左”的束缚，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平反了冤假错案，调整了国民经济，制

定了切合县情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农村和城镇的经济改革成效显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

生活的改善速度空前，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但是，80年代也出现了经济过热

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失误。南漳人民正在总结经验教训，遵循党的十三大制定的路

线，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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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I 1年

11月，驻武安镇清军兵目蓝占廷率部响应武昌起义。12月1日，蓝领兵一部至县城，知县

夏绍范拥护辛亥革命，蓝仍留夏为知县。 ．

19 12年

国民革命军招讨使季雨霖到襄阳，改编原南漳驻军蓝占廷部，任命林其瀚为县知事。

1913年

12月，留日学生陶介人于萃文乡千佛寺(今峡口镇)创办乙种蚕业学校，传授科学养蚕技

术。学制四年，先后共招初等小学毕业生160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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