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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新编《汉阳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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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求是地记述汉阳县断限期内的历史与现状。

二、 本志为章节体。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组成，

辅以图、表和照片。

三、 本志上限定为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有些需要溯源

j的事物，可适当上溯，下限断至1985年。

四、 本志按事物性质分类设篇，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限

制。详近略远，详独略同，力求反映事物的基本面貌。
。

五、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

纪年(一节内只在首次出现时夹注)，记述中所称“解放前"“解放

后"系指1949年5月17日汉阳县解放之前后，所称“建国前一“建

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之前后。

六、 政区：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中华民国简称“民国"。

地名：建国前记述均用当时地名，如有变更夹注新地名，建国后一

律用现行标准地名。记述内容均以当时汉阳县所辖范围为限，划

出以后，本志一般不涉及。 ．

七、 计量：均采用现行计量单位，如米，平方米，立方米，公

里，公斤，吨等。



八、 数据：以政府统计部门数字为准。如缺，以各有关单位

数据为准。所记述社会总产值，工业、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均为

不变价)，各项数据均不包括在汉阳县的省、市属企业。 ．

九、 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

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一律用汉字；百分比，百分

之几均用阿拉伯字；小数点后至多保留两位。

十、 文体：本志采用语体文；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

本末体；人物志按“生不立传’’的原则，以传、录、表按卒年排列。

十一、 本志资料来自档案、正史、旧志、报章、专著、刊物、家

谱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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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汉阳县志》问世，我表示热烈祝贺，这是家乡人民进行精

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

汉阳，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战略地位。她临近武汉城

区，水陆交通便利，水资源丰富，山川连绵，宜于发展农业和林、牧、

‘

渔业，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汉阳，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人

杰地灵。楚人钟子期和俞伯牙的故事发生在这里，成为千古美谈。

清初著名无神论者熊伯龙所著《无何集》，为一部充满战斗精神的

无神论著作。近代、现代、当代的汉阳，更是人才辈出，在哲学、历

史学、经济学和文学等领域，不少人造诣颇深。

汉阳，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有不少人参

’

加武昌首义。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El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汉

阳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了不懈的斗争，如

萧楚女、陈柱天、徐质夫、王文斌等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宝贵的

生命，是值得汉阳人民永远怀念的。

1954年，我回到故乡，看到家乡经过土地改革后农民翻身的

喜悦，人们正在医治战争创伤，建设自己的田园，精神面貌发生变

化，我和家乡父老一样，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在走访利济小学(今

柏林中心小学)时，我书写了“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对战斗的回答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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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胜利，对胜利的回答是谦虚”的题词。这是我的《把一切献给党》

一书中的几句话，愿与乡亲们共勉，继承与发扬汉阳人民的美德，

建设家乡。

随着时间的流逝，离别故乡转瞬已是三十多年了，这中间尽管

汉阳的建设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汉阳仍在前进。特别是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故乡经

济建设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明显提高，回首以往，深为振奋。

1981年，汉阳县人民政府主修《汉阳县志》的消息传来北京，

欣喜之余，曾数次奉函于从事纂修新志书的同志，希望能把这部汉

阳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的志书早日付梓问世。

今天，新编《汉阳县志》终于出版了，全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丰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三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

化，以不同于旧志书的崭新面貌展示在人们面前。我深信这部新

志，必将为我们认识汉阳的昨天和今天，教育年轻一代，热爱家乡，

建设汉阳，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病榻沉吟，聊寄数语，不尽所怀。

另这尊
一九八八年十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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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汉阳县志》经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批准定稿，由

武汉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这是汉阳县委、县人民政府重视修志

工作，全体修志人员辛勤努力的结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

成果；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喜事。阅读之余，十分欣喜，谨向县委、县

人民政府和全体修志人员致以真挚的敬意。

汉阳虽然是我的故乡，但我对“乡情"了解是很不够的。看了

《汉阳县志》，对我也是一个教育。它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汉阳的历

史和现状，深感创业的艰难和家乡的可爱。统观全志，观点明确，

类目完整，资料翔实，时代特点突出，地方色彩浓郁，专业特点鲜

明，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汉阳的全貌，有“资治、教育、存史"的价值。

有两点使我感受尤深。第一，县志中反映了武汉市城区与汉阳县

的渊源关系。明、清两代，汉口镇是汉阳城区的一部分，汉阳县的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受着汉口的巨大影响。到清光绪二十

五年(1899)，清政府把汉口及其近郊从汉阳县分开，设立“夏口

厅"。民国元年(1912)，改成“夏口县"。民国时期，设立“汉口市"，

并将其郊区还给汉阳县。解放后，1959年和1975年，汉阳县两次

划入武汉市。历史说明汉阳与武汉城区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县志

中不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记述，都紧紧地抓住城区近郊县的特

点，反映了城区对郊县的制约关系。这种有联系的记述，加强了



《汉阳县志》的科学性。第二，县志中重点记述了经济。全志26篇

中，经济专志占10篇，充分反映了经济在志书中的重要地位。在

经济内容中，记述了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

企业的兴衰与变迁，经济发展的过程、状况与效果，经济领域科学

技术的进步等等。在反映汉阳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特别注意了

汉阳县坚持改革，发挥近城、水资源丰富和建筑、建材业发达的优

势，这种对经济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记述，如实地体现了汉阳经济

发展的规律，为汉阳县从实际出发，进行开发经济和经济体制改

革，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厉史借鉴，使修志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轨道，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

汉阳是武汉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的故乡。建设武汉，

繁荣家乡，理应责无旁贷。今后，我愿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一道，总

结历史经验教训，坚持改革，尊重自然规律，围绕武汉市的总体战

略目标，调整好经济结构，为建设一个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生态优

化、社会安定的现代化的汉阳而努力。这既是修志的目的，也是全

体乡亲的希望。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七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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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是武汉市的郊县，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早在新石器时

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奴隶社会时代，是楚文化的组成部

分，后汉末年，已有县的建置。汉阳，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境内山

川钟秀，物产丰盛，商业繁荣，有发展工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属城
聋

郊经济型县分。

新编《汉阳县志》，六订纲目，五易其稿，经七载辛勤磨砺，终于

问世，实属全县人民的一大喜事。在这里，我向指导我县修志的专

家，向全体修志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汉阳修志，源远流长，由明至今多达10余次。现有刻本传世

者，明有嘉靖、万历本I清有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光绪本f民国亦

有吕、傅、余纂3种。如此浩帙长卷，弥足珍贵，为我们当今纂修新

志提供了难得的史料和有益的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汉阳县委、县人民政府也十分重

视修志。1959年草修了汉阳简志打印本，1964年，中共湖北省委

书记王任重同志要求汉阳县作为全省修志试点，汉阳县正式成立

县志编纂委员会，省文史馆亦抽出10余名专家来指导修志，后因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不得不半途而废，所搜集的大量宝贵资料

也大多散失，实令人扼腕叹息l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出现安定团结的好局面，政治日



见清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县展开，纂修新志的条件日趋成

熟，我县于1981年8月再次成立汉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暨办公室，

开始搜集资料和拟订篇目的工作。县志编委会又动员县直各有关

单位和乡镇纂修专志和乡镇志，全县形成众手修志的新局面。在

初稿完成后，广泛征求意见，邀请专家评议，最后由武汉地方志编

委会审查定稿。汉阳县志成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众多人心血凝

聚的成果。

新编《汉阳县志》，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在新方志理论指导下的一次具体实践。新县志为一方全史，时间

跨度长，横及百科，内容十分丰富。在断限期内的70余年中，我国

跨过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入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在处理每个时期的各方面资料时，编纂者根据“详今略

古，详独略同，横排纵写，事以类从”的修志原则，抓住要素，既作了

客观的记述，更作了实质性的探究，力求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阅

者可以从志书中领略到建国前的38年中，我县共产党人和革命志

士为推翻旧制度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我县曾涌现一批仁

人志士而自豪，还可窥到旧社会各方面的概貌风情，更可了解建国

以来我县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在发展中的巨大成就和曲折

历程，从中获得教益。

在新志的纂修过程中，正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初步

成功并逐步深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行的变革时期。编纂

者以创新精神，摈弃旧志中重人文、轻经济的弊端，以相当篇幅记

述了全县在经济改革中的成败得失，突出了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贮存了大量信息，为制定经济战略决策，发展地方经济，提供了科

学依据，从而提高了志书的实用价值。

新县志是一部权威信史。编纂者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常



为一处史实，一个数据，反复调查考证核实。在文字方面，则按志

体要求，力求简洁、精炼、准确。

新编《汉阳县志》出版发行，对于在县外工作的汉阳籍人士及

旅居海外的汉阳籍侨胞，无疑也是佳音，倘能一册在手，家乡概貌

风情便可尽览，也可作教育子孙后代热爱家乡、激发爱国热情的乡

土教材。

新编《汉阳县志》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有疏漏之处，

尚望批评指正，促使我们不断总结提高，留给后代续修者订正。

辗转沉思，感慨良多，纸短言长，权以为序。，

一九八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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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李育矩

副主任喻传友 欧阳继章 金 杰 汤 勇 袁荣昌

周成林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

艾新成 朱清顺 刘斌谷 江兴发 余秩
吴济平 李云楼 李昌松‘ 李家彬 李勤模

周忠良 周幼屏 胡必透 胡昌寿 夏远祥

曹义堂 辜家贵 谢举

顾 问 吴运铎 赵开祥臣圜 郑桓武

窆公辜天r-I济平(兼)．
’’ ～

副主任胡必透(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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