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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扬予江，烟波浩渺；西塞山，巍峨矗立。江之南，山之右，是中

外成知的文化古琶“大冶”， 因春一秋战国肘期“大兴炉冶”而得名。

大冶县历史悠久。从石龙头遗址发掘出的大量旧石器肘代的遗物

足以说明，早在三、四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活。而铜缘山

古矿冶遗址的发掘，又雄辩地证明了早在三千年以前，这里是我国青

铜文化的摇篮，其规模之大，品种之多，造型之吴，技术之精，都是

固肘代世界上无与伦此的。至于地下宝藏之富，地面物产之丰，则素为全

国所著称；山川之壮丽，风光之媲姜，也爽心宜人。 因此，历代诗人，

诸每李白、苏轼、艰志和、韦应物、刘禹锡、陆游、皮日休等都留下了歌口永

大冶风物的优美诗篇，至今仍脍炙人口，给人们以美的艺术享受。

在现代革命史上，这里有周恩来同志誊为“模范兵暴”的旧址，

有彭德怀、王震、滕代远、程予华、何长工、肖克、陈少敏和强体学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过的足迹。革命斗争如火如茶，苏区文

艺朝气蓬勃，许多民歌民谣还被缸罩战士带到革命圣地延安，今天仍

深入人心，广为流傅。

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工农业的蓬勃发展， 大冶县

的文化事业也空前繁荣：电影放映普及城乡， 图书网点星罗棋布， 民

闽剧团十分活跃，文化中心日臻完善，业余作者堇雨后春笋之势。这百

花成开，春色满园的景象，给大冶县5r．_4L史上添了崭新的一页。

为了继承文化遗产，了解文化活动的历史和规律．总结娌验，发扬

成绩，纠正错误j以便更好拙为建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我们在党扣政府领导下，，叹一九八二年五月开始，着手编纂《大冶县

文化志》。在编写过程中，不少学者、专家、教授为《大冶县文化

志》提供不少珍贵资料，特别是中共湖北肖委顾同、作家、书法家季

尔重同志为《大7台县文化志》题了书名，给这本志书增添了光彩。在

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写《大冶县文化志》，我们羲着尊重史实， 实事求事，坚持真

理，秉笔_；直书，群今略古，群近略远，力求显现出我县文化历史的缩

影。但编纂文化志是一项新工作，加上弦问紧，人手少，难免有些珍贵．

资’料遗漏，特别是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谬茁之处一定不少。殷切期望

饔者和专家，不吝裁正，以便修订骑补充和更正。

左明广

一九八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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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一。解放前大冶文化概况

大冶，不仅有数十万年前的石龙头旧石器遗址和金家靖，香炉山、杨桥水库等处数千年以

前的新石器遗址，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大冶的土地上创造了古代文化；而且有着举世闻名的、

铜录由古矿冶遗址，更雄辩地证明了早在三千年以前这里就是我国青铜文化的摇篮．。大冶自

古以来就是个文化发达的地方。但是，解放前历代反动统治者都不重视文化事业，更不顾广

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要求，所以，在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本县基本上没有文化事业机构。

到民国时期，县里虽有了少量的文化设施，也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这就使得人民

长期处于文化落后的状态之中。然而，当时人民群众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为了在繁重劳动和痛苦生活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仍然创造了许多富

有地方色彩的民间文艺，开展了丰富多采的文艺活动，特别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在

本县创办了图书馆，并领导了革命根据地人民进行了多种多样的革命文艺活动．．

下面分三个方面叙述其概况：
～ ，

? ，·

’

第一节官方文化设施

民国初年，本县设有⋯宣讲所”一处，地址在县城东街，有宣讲员二、三人，他们每天

选择不同的材料于傍晚在“宣讲所”进行两三个小时的说教活动，内容大都是“忠孝节义”

“因果报应”等愚弄人民的东西．到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以后，宣讲所改名为“民众教

育馆”(内设图书馆)，馆内摆着一些报章、杂志和图书。1934年县民众教育馆内分阅览，讲演、

编辑三部，又设巡回民众学校四所，各校馆、各机关均附设有民众学校，负责民众识字活动．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日寇占领大冶县城时， 。民众教育馆”被日寇捣毁，馆内收藏原。金

湖书院”遗留的图书《二十四史》、鉴类函等大部头的史籍书本也失散殆尽。1945年8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 。民众教育馆”也随着恢复，但从内容到形式均无所改进，馆内的书刊或

其组织的戏曲演出，多是散布淫秽、迷信等具有毒索的东西．
’

，

一、+举人

第二节历代文化名人录

举 人 科

明朝四十二名： ．

洪武十一年丁已科：徐祥三(七花堡人>；

·I，



共武二十九年丙子科：危以忠(茅潭堡人)、冯圭(保安堡人)；

建文三年已卯科：甘如翔；

永乐九年辛卯科：明子荣(启后里人)、张伯均L宫台里人)；

永乐十八年庚子稍：郭径(坊市里人)、陈升(章山里人)；

永乐二十一年癸卯科：赵岳(章山里人)、柏华(章山里人)；

宦德三年丙子科：王戬(坊市里人)；

宣德七年壬子科：吕焕(章山里人)；

宣德十年乙卯科：石聪(顾县里人)；

正统三年戌午科：扬子霖(顾县里人)

7∈NJ-年已卯甲科：周宗智(西阳里人)、徐宣(坊市里人)、黄玺(茅潭里人)

成化元年乙酉科：石麟(顾县里人)、邹彦奎；

宏治十四年辛酉科：徐应华，岳潘；

正法二年丁卯科：王尚忠(流水里人)；

正德十一年丙予科：冷儒j杀(顾县里人)；

嘉靖十三年甲午科：吕调阳；

嘉靖十六年丁酉科：胡希瑷(六程里人)；

嘉靖十九年庚子利：周大烈；

嘉靖二十五年丙子科：胡希寅；

嘉靖三十二年王子剥：尹厚(章山里人)．

隆庆元年丁卯科：胡震、吕光周；

万历十九年辛卯科：徐立朝(流水里人)；

万历二十二年甲午科：胡基；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甲科：余玉节。

万历三十一年癸卯科：刘宪(南昌堡人)；

万历二十四年丙午科：华衮(章山里人)；

万历三十七年已西科：董儒仲(流水里人)；

万历四十三年已卯科：周：丈昌、余文明、向明元(章山里人、r

天启四年甲子科：周宁宗(果城里人)；

天启九年已酉科：徐时中；

崇祯十五年壬午科：尹珩。

清朝七十五名：

顺治三年丙戌科：胡念祖(西目Et里人)、罗遇圣(西阳哩人)；

顺治五年戊子科：刘应奎(西阳里人)

顺治八年辛酉科：余国柱、叶焕春(坊市里人)

顺治十二年甲午甲科：朱大任；

康熙十一年壬子科：袁继安(茅潭里人)；

康熙十七年戊午科：熊心璋；

隶熙二=、十六年丁日P科：余光彤、刘岱年(西阳里甲科)；

·2，



熙三十二年癸西科：田美中、周才；

乾隆十二年丁卯科：余世坚：

乾隆十五年庚午甲科：柯瑾(天台堡人)、李作梅(保安堡人)；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柯天送(天台堡人)；

乾隆三十年乙酉科：徐钟益(七花堡人)；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蓝栋藩(坊市里人)；

乾隆四十八年癸卵科：柯光澍(坊市里人)；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科：刘光霞；

嘉庆六年辛西科：周子奎(坊市里人)；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科：陈本光(弥陀堡人、I；

嘉庆二十三年戍寅恩科：马有祓(坊市里人)；

嘉庆二十四年已卵科：李斌(宫台里入)、丁德太(七花堡人)；

道光十一年辛卯科：陈正槐(长岭堡人)；

道光十二年壬辰恩科：阮庸(七花堡人)；

道光十五年乙未科：杨世霖(月山堡人1、黄开甲(坊市里人)、吴凤翥(保安堡人)；

遭光十七年]‘西科：詹辉廷(坊市里人)、黄宣(洋湖堡人)、刘禧源、吴丙杰(茅潭堡人)；

道光二十年庚予科：阮徽透0匕花堡人)、丁节(七花堡人)、林馨(坊市里人)；

咸丰元年辛亥恩科：周澍(坊‘1订里人)：

咸丰二年壬子科?朱蔚(司徒堡人)、李联辉(西阳堡人)、樊希元(保安堡人)，肖殿芬、詹翰藻；

咸丰九年己未恩科：朱廷甲(司徒堡人)；

同治元年壬戌j曾、科：黄敦索(古塘堡人)、朱骥(司徒堡人)；
’

同治三年甲子科：丁翥、朱直(司徒堡人)；

同治六年丁卯科：柯澍(讽树堡入)；

光绪元年乙亥j斟：陈焕新(弥陀堡人)、陈球(马叫堡人、付榜)；

光绪十一年乙酉科：胡柏林；

光绪十四年戊子科：王锡三(和尚堡人)、朱时雍；

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朱耀彩(司徒堡人)朱庆年；

光绪十七年辛卯科：朱映清(司徒堡人)、黄龙骧(南昌堡人)：魏蔚华(黄石港人)。

光绪十九年癸已恩科．黄桂罄、朱润时。

发除科举制后奖给的新举人两名

宣统元年己西奖给离等农业学堂毕业举人郑燮(前进公社，八角亭村人)；

宣统二年辛亥第六次二号试奖给法政举人、叶开琼。

二、进 ±

宋朝九名

嘉佑二年丁西科：用传

绍兴二}1LiF了‘儿}：I．；』嗣J羽来；

绍兴三十年庚辰科：周。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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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五年戊戌科：周泰来；

淳熙十四年丁未科：周之纲；

嘉定十年甲戌科；周文奎；‘

淳{石三年：万祯(正淳又号止斋)

宝祜四年丙科辰：张士毅，陆明瑞。

元朝二名：

至正三年癸未科：向世祥、周朝用．

明朝十名：

永乐二年甲申科?周贵(坊市里人)；

天顺四年庚辰科：周宗智(西阳里讲堂堡人)；

嘉靖八年己丑科：刘丙(刘水里人)；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刘秉仁；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科：咎倜阳；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周大烈；

万历五年丁丑科：吕兴周；

万历十一年癸未科；胡应辰(换绦堡人)；

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徐立朝(流水里七花堡人)；

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余玉节．

朝十一名：

顺治六年己丑科：周复；

顺治九年壬辰科：余国柱；．

康熙九年庚戌科：朱大任(长岭堡人)；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刘岱年；、

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余世堂；

乾隆十九年甲戌科：柯瑾；

道光九年己丑科：丁德太；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丁节；

光绪二年丙辰科：黄肇宏；
‘

光绪九年癸未科：柯逢时(原属鄂城县，解放后戈Ij归大冶县)；

光绪三十九年癸卯恩科：朱国祯。

第三节 民间文艺活动

解放前，人民群众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志和丰富劳动生活，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民间

文艺形式，开展了丰富多采的民间文艺活动。

当时大冶县城，可供唱戏的戏台有两处：坳头的瓦台(盖了顶的土台)和城隍窟内的万年

台，除唱各种。会戏”外，一般很少活动．另外，在石灰窑有一个戏园子(现黄石市人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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