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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新编《宜都县志》出版，正值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我们

谨以这部书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成果，奉献给读者。

宜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城背溪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七干多年前

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自汉武帝建元六年置县，迄今已两千余载，这

里还是三国“夷陵之战"的主战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杨守敬的故乡。

宜都人民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清嘉庆元年震撼全国的“JaI楚

白莲教起义”在这里揭开序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率工农红军转战

宜都达五年之久，数万民众投身于革命洪流，宜都成为湘鄂西苏区湘鄂

边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在“鄂西大捷"的抗日战场上，本县五百多名爱国

志士以身殉国。解放后，宜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继

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取得了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

以志为鉴，自古皆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宜都曾数修县志，但现

在仅存清康熙三十六年和同治四年所修两种。民国23年虽有续修之

．举，而实为同治版的重刊，此间史料均未收录。为了忠实地记录百余年

来宜都的历史和现状，中共宜都县委、县人民政府组织编纂力量，经过近

七年的努力，终于编成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宜都县志》。

新编《宜都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绳，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为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

百余年来宜都自然与社会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重点记载解放以来宜者

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教训。

新编县志在批判地继承方志学传统的基础上锐意创新，是一部具有

科学性、现代性、资料性和地方特色的新志书。

新编县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系统工程。新志书的出版，是全县各战

线、各部门通力合作的成果。感谢各单位提供丰富的资料，感谢编纂人

员的精心著述，感谢上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与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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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新编县志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借鉴。但任何珍贵的历史经验

都不应成为继续前进的沉重负担。愿这部志书能为人们了解宜都、认识

宜都、建设宜都提供资料；能为各级领导机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

策提供依据；能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

护l绞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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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宜都县志》汇古今之资料，集一县之全史，是对近百年来宜都

县情进行全面调查研究、系统总结的结晶。它的成集付印，是全县人民

一大喜事。

我于1987年夏调到县人民政府工作，时逢志稿进入终审之期。能

够躬与其事，颇受教益。志书所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和
人民生活改善的情况，使人们进一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热爱；所集地理、

资源、物产、水利、交通等资料，可以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加快本县经济

建设的步伐；所载山川名胜、文物古迹、名贤成就，能激发人民热爱家乡

之情；所记革命先辈的英雄业绩和献身精神，则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

生动教材。 ．

鉴览得其要，发施得其宜。新志书不仅为振兴宜都提供了宝贵的历

史借鉴，而且为党政领导的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在解放以后的38

年里，全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自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突

破性进展。1987年与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财政

收入、城乡居民收入等指标，分别实现了翻番。这些成就集中地体现了

全县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优良作
风。

在全面深化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时期，国务院于1987年11月批

准撤销宜都县，设立枝城市，揭开了枝城市实现经济腾飞的新的一页。

开发和建设枝城市，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读史使人明智。我们珍惜新志书所提供的宝贵精神财富，不断深化

对市情的认识，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锐意改革，勇于开拓，为枝城

市的全面振兴而奋发努力!

抄



例、

。
一、本志取事，上限为清同治四年(1 865)，下限为1 985年，少数内

容适当上溯或下延。

二、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载本县

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的内容。

三、全志分篇首(含概述、大事记)、建置、自然地理、人口、农业、工
”

业、交通邮电、城建环保、商业、工商物价统计、财政金融、政党社团、政

权政协、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教育、文化新闻、卫生体育、科

技、社会、人物、附录等23个部分，采用篇、章、节的结构形式，以时为序

记述。

四、大事记延至1987年，采用编年体，间用纪事本末体。对历次政

治运动，本志不作集中记述，散记于大事记和有关部分。
’

五、人物篇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采用传、录、表三种体裁，分别收

。， 录在本县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

六、中华民国建立以前，沿用朝代纪年，并加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

期间采用民国纪年，每一个相对独立的段落之首一般加注公元纪年，其

余从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采用公元纪年。 ，

七、计量单位以国家明文规定的或全国通用的单位为准。

八、本志中图表均随文附载；有参考价值的资料，辑于附录，以补正

文。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县档案馆和县直各部门，一部分来自省、

地档案馆和图书馆；少数摘自有关报刊、回忆录等；也有的选自金石。对

重要资料注明出处，以资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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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首／嗣 曰

概 述

宜都县位于湖北省西南部，长江中游南岸。东北隔长江与枝江县相望，东南邻松滋县，西南

和西与五峰、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交界，北与宜昌市、宜昌县接壤，总面积1 357平方公里。1985年

来，设7乡、5镇、334村和7个居民委员会，有86 331户、362 625人，平均每平方公里267人。

县城陆城镇，位于长江、清江交汇处。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枝城港是全国重要水陆

交通枢纽之一，枝城长江大桥把焦(作)枝(城)、枝(城)柳(州)铁路连接沟通，天堑变通途。

宜都地处鄂西南山区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段，地貌大体为“七山一水二分田”。属亚热带季

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无霜期长，适宜种植水稻、棉花、玉米、油菜及柑桔、茶叶等多

种经济作物。

，

’

宜都历史悠久。在红花套镇城背溪发现的新石器日汛遗址，距今约7 590多年。是中华民

族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置夷道县。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刘

备分南郡立宜都郡。“宜都”之名始此。陈天嘉元年(560)改夷道为宜都县。

宜都素有“楚蜀咽喉”、“鄂西门户”之称，历为兵家必争之地。汉光武帝刘秀遣大将岑彭败

田戎于荆门山；三国时，吴蜀“彝陵之战”就发生在本县境内，当时，吴将陆逊屯兵陆城，大败刘
一■：

备剥獍亭。L一
．

宜都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历次革命斗争中，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为人类解放事业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清嘉庆元年(1796)宜都“自莲教”首领张正谟、聂杰人首先举起义旗，

揭开了席卷湖北、四川I、陕西、河南、甘肃等省“白莲教起义”的序幕，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辛亥

·革命中，宜都人吴守钦、段太运等参加武昌首义，为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献出了宝贵生命。

1926年9月建立中共宜都支部，1927年4月建立中共宜都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宜都人民

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正当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宜都

制造了“5·8”惨案，中共宜都县执委领导人罗克强、胡敌、江崇本、罗光翟、熊慕弼和一批革命

群众惨遭杀害。但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中共鄂西特委领导人周逸群、

段德昌先后来宜都组织工农开展饥民斗争和武装斗争。贺龙率工农红军转战宜都，打击土豪劣

绅和反动武装．1931年2月建立了工农政权——宜都县苏维埃政府，宜都成为湘鄂西革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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