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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麻城县志》和大家见面了。 ．

天高悬日月．地阔载群生。麻城，背负大别山名脉雄关，面朝长江浩翰的荆楚胜地。雄浑的历史

文化，丰饶的物产．灵秀的山川I，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麻城人民．他们追潮逐浪，在中华民族的历史

长河中．从远古走到今天。
‘

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麻城人民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名垂史册的黄麻起义同著名

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一起．揭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兴起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六

万多人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两千余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产生了以军事家王树声为代表

的二十七名将军和百余位师以上忠贞的优秀指挥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围剿中．麻城苏区牺牲

了十三万余民众，其斗争惨烈，艰苦卓绝，惊天地，泣鬼神，新中国的建立，麻城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优

秀儿女和鲜血。

新中国成立后，麻城人民免去了战乱、苛政、饥荒和瘟疫，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奋发图强。建设

家园。虽然也曾有过曲折，有过失误，有过阵痛和狂热。但是，其建设业绩与面貌的巨变，亦是有IZl

皆碑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举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麻城人民喜迎新的历史潮流．再立改天换地

英雄志，奋力脱贫致富奔小康。今天的麻城．山乡处处显生机，国家的重点工程——京九铁路动工兴

建．兴办工业。调整农业，发展第三产业热气腾腾．基础设施建设气势庞大．全市正在全面加快经济

建设的步伐，奋力把麻城建成一个开放型、多功能的现代新城市。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历史的教训弥足珍惜。建设新麻城，需要把握历史发

展的脉络。深入了解历史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现实情况，更合理地决策未来，更鼓舞我们奋勇向

前的斗志．《麻城县志》的出版，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

《麻城县志》较完整、系统地记述了麻城的历史。一九八三年．当时的麻城县委、县政府决定编纂

《麻城县志》，这是一项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事业。经过历居县委、县政府的重视．深入发动，精心组

织，历十一载寒暑．凝数百人之心血，反复的切磋琢磨，四易其稿，终于撰成了洋洋百余万字的这部

志书。新编《麻城县志》体例较为完备周详。史实准确。我从红安来麻城工作，恰逢志稿即将杀青付

梓．我为能躬与其事而深感幸运，同时也为麻城的历史而震憾。

志稿付梓之时，正值麻城百业俱兴，亦且面临大京九动工的千载难逢发展机遇。我相信，有厚重

的历史沉积，有灵秀的匕水，在麻城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们，必将缔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去充

实明天的史志。

蔡伦祥
一九九三年九月



序二

新编《麻城县志》脱稿付印了。可喜可贺!

《麻城县志》编纂工作者历时11个春秋，撰写了这部洋洋百万余字的巨著，这是麻城史上的一

件大事。这部巨著．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述麻城自然和社会的变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40年来的辉

煌成就和经验教训。她的问世，必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过去，认识现在。把握将来，更好地从麻

城实际出发．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是一部追忆祖先，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珍贵历史资

料。借此机会．谨向为《麻城县志》付出了心血和汗水的修志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和诚挚的敬意! ．

麻城地处大别山南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麻城建县于隋开皇十八年，已有1300多

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麻城人民．饱经频繁的战火兵燹、自然灾害，政治

动荡和生产斗争的沧桑，陶冶着坚强的意志、勤朴的美德和高尚的情操。革命战争年代．从这块红色

的土地上，走出大批著名的军事将领，为共和国的创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特别是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麻城人民同心同德，艰难苦斗．顽强拚搏．取得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至1985年，农业总产值达到31825万元，是1949年工农业产值总和的7．9倍；乡镇企业

异军突起．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产值首次突破两亿元大关．标志着麻城延续几千年的农村自然

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迈进；工业企业226家，产值18776万元；电力工业从无到有．水利发电站发展

到99座，变电站523座，当年供电8570万千瓦时；公路通车里程1217公里，是1949年的30倍，通

车村数达到7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22405万元；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和计划生育事业

发展十分迅速．全县有各类学校883所，在校学生18万多人，教师10830人；卫生医疗机构891个，

病床1975张．医疗卫生人员3725名；各类文化设施齐备；麻城有全省率先建立的县级电视台和地

面接收站；8000多人的各类专业技术队伍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

了较大的提高．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麻城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

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麻城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才能获得迅猛发展，麻城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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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运用横排纵写，即横分门类，纵述历史和现状的编写方法，同时注意

宜横则横宜纵则纵。全志设概述、大事记于卷首，次为31个专志，附录列

后。

二、本志县境以1955年8月以后为准，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拨往经

扶(今新县)和1955年拨给罗田的地区，拨出前的重要史实如实记载。

三、本志上限一般为1840年，少数篇章适当上溯，下限截止于1985年。有些．

影响的人物虽在限内，因民国志已详载无遗，不再赘述。

四、本志因下限为1985年，记载内容均属建市以前，虽成志于建市之后，故仍

称《麻城县志》。

五、本志关于历史朝代及纪年，均用当时正称(括注公元纪年)，中国共产党的

活动、人物生卒年份及新中国成立后记事均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取材，绝大部份为各级档案部门、图书馆书藏的文献档案和县直属机

关、厂矿企业单位及区、镇所编史志资料，少数无文献记载的取自当事人

或知情人的口碑资料。数据一般以县统计局的为准，如县统计局缺的数

·据，则以有关单位的为准。 、

‘

七：生不立传。对有突出贡献的将军；在《人物志》卷首标列名单。对已故有影

．响的人物，以传记或名录载录。

八、本志文体，概述，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结合；其余均用

记述体。
‘

九、本志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二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和表述性语言中

的数字，则用汉字。旧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

字，某某年代用阿拉伯字。

十、本志有些照片是在付印前拍摄的。



麻城建县于隋开皇十八年，现面积为3 606 只求自给自足。尽管历史长河漫漫，沧桑几度，

平方公里。其状若马蹄，位于长江中游北岸的大 “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的观念却根深蒂固。

别山中段南麓，高踞鄂东北边陲，界交豫皖．背 无论怎样艰难困苦．视土地如生命的麻城人除

负雄关，面朝江汉。． 明、清皇家几次逼迁填川外，从未想过要去闯荡

境内东与东北部，山峦叠起，群峰峭拔。属 外面的世界。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仍在这里代

高山区；西北与东南部，谷宽丘广，为丘陵带；中 代相继地吟唱，。会种庄稼只买盐”仍是主宰这

南部川原旷阔，河渠纵横，田园坦荡，颇似江南 块土地的主旋律。而挑灯夜读，“乐于为儒”仿佛

鱼米之乡。 是这主旋律中尤为美妙的音符。

麻城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光照充足，雨量充 清朝末年．当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中

沛．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常年春多雨；夏高温． 国大门之后．“洋人”开始来到这边远山区．兴建

秋气爽．冬寒冷。年平均气温16。C。同时。复杂 教堂，发展教徒；大宗土特产品顺着举水河上的

的地形又形成若干略有差异的垂直小气候。 竹绰流走，各类“洋货”压上脚夫的肩头扛进了

麻城自然资源丰富．有耕地100余万亩，林 大小山城。辛亥革命虽说摧垮了千年封建帝制，

地近300万亩．水域45万余亩；地表水、地下水 ．但麻城人民并未见到青天。贪官污吏、土豪劣

总储量20多亿立方米。人均、亩均水量均略高 绅，“洋教士”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状况愈演愈

于全省平均水平。玄武岩、大理石、萤、硅、玉石 烈。全县人口不到15％的地主富农，仍占据全

等十几种矿石储量颇丰。还有金、银、铜、钛铁、。 县总面积80％以上的土地。曾一度创办的缫丝

镜铁、磁铁、赤铁、褐铁等矿藏。野生动物近百 试验场和织布厂因“灾害并至．几无虚岁”而停

种，稀有动物有北豹、野猪、水獭、草狐、娃娃鱼、 办，令“有志之士再无谈及此道者”。野蛮的经济

断板龟、银环蛇等等。近年龟山还人工驯养有梅 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小康之家，亦无不为生计

花鹿。植物千余种，大宗特产有桑蚕、板栗、菊 所虑”，广大劳苦民众．更是“今日脱了鞋和袜．

花．名特植物有银杏、荆芥、杜仲和天麻。‘ 不知明朝穿不穿”。各地自发的斗争此起彼伏：

麻城旅游资源亦十分丰富，古战场遗迹和 打死当众侮辱妇女的洋教士的“宋埠教案”震惊

革命遗址随处可见，风景名胜及文物古迹不在 大江两岸；灾民聚众冲进豪绅之家开仓“借粮一

少数；解放后兴建的大、中型水库更是湖光山 ⋯⋯，人民迫切要求变革现实的愿望日趋强烈。

色．别具一番情趣。 ( ，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

人类社会开创以来，麻城的先民们就在这 革命的兴起．拉开了麻城惊天动地的历史序幕。

块多彩多姿的土地上休养生息。创造出光辉灿 一批由董必武同志培养和发展的麻城籍在汉学

烂的古代文明。从境内栗山港出土楚墓的大批 生中共党员，接受组织派遣回麻城．于1925年

文物告知人们，麻城人民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 冬成立中国共产党麻城特别支部，开始在麻城

熟练地掌握了农耕。从那时起，“民习勤苦、通技 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员，组建中共基层组织。

艺、轻远游”。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使麻城人 开展农民运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员以个人名

·2’



义加入国民党，参入了国民党县党部，并掌握其

部分权力。1926年秋．全县农民运动蓬勃兴起．

尤以麻北的乘、顺一带为盛。农民协会如雨后春

笋般建立．不到半年，其会员达12万4千之众。

各地农协纷纷夺取乡村政权．并组建农民自卫

军。麻城农运的壮举屡见诸武汉各大报端。毛

泽东同志亦曾派学生军驰援麻城农会抗击地主

武装的斗争。1927年5月，中共麻城特支改为

中国共产党麻城县委员会，所属基层组织及革

命运动进一步发展，工人、学生、市民、妇女乃至

儿童纷纷投身农民革命的洪流，全境大革命的

浪潮汹涌澎湃。

1927年“七·j五”事变后．国民党强行解

散麻城各地农会，解除农民武装．中共党员遭到

通缉捕杀。县委及时组建县、区防务委员会，率

农民自卫军、义勇队深入北部山区。坚持斗争。

在中共黄麻特委领导下，爆发“九月暴动”。11

月中旬，又聚众数万，与黄安县人民一起．发动

了声势浩太的量黄麻起义”。在起义中组建了长

江以北第一支工农正规军——中国工农革命军

鄂东军．开创了以柴山保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

据局面，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黄麻起

义与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起，揭开了

中国革命斗争彪炳千秋的一页。

黄麻起义的胜利．震惊了国民党当局．他们

迅即调兵遣将，血洗黄麻。1927年底至翌年5

月，任应岐部在麻城狂杀滥捕，一次就集体杀害

六百多无辜群众，麻城的各级党组织亦遭严重

破坏。县委7名成员，除王树声、徐其虚幸免于

难外，王幼安、蔡济璜、刘文蔚、邓天文、刘象明

等5人不到半年就相继遇害。但麻城的共产党

员并没有被杀绝。1928年初，鄂东军游击木兰

山，4月返回黄麻举行“二次暴动”成功。中共麻

城地方组织恢复，再建麻城县委．参与“商南起

义”，粉碎国民党军三次“会剿No 1929年至1931

年问，建立起乘马、顺河、黄土岗、福田河、三河、

中宋边区、陶园等七区，四十乡两级苏维埃政

权。1930年．全县首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顺河

召开，选举成立麻城县苏维埃委员会。这时，苏

区工作活跃，干部廉洁奉公，簟民众完全赤化”，

全民皆兵．一边生产，一边作战，红四方面军的

概 述

前身红四军在斗争中诞生。工、商、青、少、妇各

类群众组织相继建立。兵工厂、被服厂、红军饭

店、红军医院、红军商店和各类学校脱颖而出。

苏区实施《土地政纲》，分田分地，创建了适合战

时特点的劳武结合的互助合作组织，粮食户平

产量增长20％以上。“红军有福，到处有谷，农

人当家，肥猪满屋”的歌谣传遍了境内的千山万

壑。国民党高级将领吉鸿昌亲临考察之后，也深

受感动，促其所部毅然投入人民革命的行列。

火红的苏维埃运动使蒋介石坐卧不安，五

次调集人马“围剿”。1932年．另立经扶县，划去

麻城县北部分地区并入该县，以利其剿灭中共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计划的实施。红四方面军西

征后，麻城成为国民党“清乡”重点。“国军”所

至．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道路长青

草．田地到处荒，树木被砍尽，房屋全烧光”是境

内苏区劫后凄凉面貌的真实写照。乘、顺两区的

人口由16万多锐减至5万余。同时在中共内

部，张国焘推行极左路线，大搞“肃反”，诬杀麻

城中共党员、红军干部战士数千名。一时之间，

顺河可心桥附近尸骨盈野．血水成河，饿狼野狗

以人肉为食。环境虽然如此险恶，但麻城人民对

中共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他们与留守的红二

十五军一道坚持数年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创

建了红二十八军。以及地方武装便衣队。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国共再度合作，共

御外侮。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开赴

抗日前‘线。1938年秋，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

长官司令部移驻宋埠，蒋介石也曾飞临该镇视

察，郭沫若两度来麻城境内慰问抗日军民，周恩

来领导的抗敌演剧第四队、第六队、藏克家领导

的文化工作团以及上海演剧二队纷纷来麻城鼓

动抗日救亡。境内各抗日团体纷纷建立，抗日怒

涛席卷麻城。9月，在麻城人民的竭力支援下。，

江北兵团三十军、七十一军在大、小界岭、两路

口至长竹园一带与日本陆空联军激战月余．将

南下日军阻挡在大别山以北。

lo月．武汉沦陷，24日．日军攻占以麻城县

城、宋埠、白果为中心的麻中南大片领土，设伪

县政府及专事杀人的“洪部”和维持会于宋埠

镇．实行惨无人道的殖民统治。麻城两千七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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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麻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满目疮痍．百业凋敝。生活极端困苦的情

况下．开始建设自己的新生活。1949年．全县工

农业总产值才3 646．5万元，其中工业产值仅

占0．6％，而所谓工业实质上只是星星点点的

私营的手工作坊。粮食人平400余斤。全县人

民面对巨大的困难，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用勤

劳妁双手开始谱t写新的辉煌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头3年，清匪反

霸，建立各级新政权．安定社会、恢复生产。继减

租减息之后，于1951年全面实现土地改革1。第

二年就掀起兴修水利的热潮。接着在农村开展

互助合作运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在农业生产

中，推行改良农具，引进良种等新技术。全县城

乡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与此同时．开展镇压反革命和“肃反”运动。

社会安定，各业渐次复兴．1957年，工农业总产

值比1949年翻了一番，是建国后经济效益最佳

年份之一。

1957年以后．麻城的建设经历了曲折。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副

“共产风”、“浮夸风”。亩产稻谷“三万六”的浮夸

典型经《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后，震动国内外。全

民大办钢铁，导致了滥砍树木．大伤林业元气。

加上1959年的旱灾和强迫命令，麻城出现多处

因饿至疾．以致饿死人的悲剧。幸亏党和政府及

时组织反“五风”．开展“三兑现”．帮助救灾．渡

过难关。接着1962年．中央7千人大会精神在

麻城迅速落实，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经济建

设再现生机。这时期麻城相继动工兴建了大旗

山等一批中、小型水库，建设了麻城纱厂等工业

项目，全县的各项建设事业向前跨迸了一步。但

1965年以后．全县又由农村“四清”运动转入

。文化大革命”，生产受到冲击。各方面遭受了折

腾。然而麻城人民并未就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

仍然新上项目．坚持发展生产，工业总产值以’

12％左右的速度递增，到70年代中期，工农业

总产值达到两亿元，工业企业发展到180多个。

农田水利建设工程的规模空前，成效显著。全县

完成治山、治水、治土工程数万处．又兴建了一

批中、小型水库。至此水利方面加上50、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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