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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市位置、面积

鄂州市位于涣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

岸。西与武昌县接壤，西北与武汉市为邻；东

至东南与黄石市毗连；南至西南与大冶县交
界；北部滨江，自西向东，与新洲、黄冈、浠水

三县隔江而望。地跨东经114。307一11 5。0

57；北纬30。01 7—30。36‘。海拔最高处485。8
米，为汀祖镇之四峰山；最低处14．5米，为庙
岭镇之扇子湖农场。全市总面积：1504平方

公里。市人民政府驻市明堂路东段，西距省会

武汉市六十八公里，东去黄石市四十五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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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鄂州市建制沿革志》．是在市委：市政府的关

怀下，由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编写的·为了全面了解沿

革历史，作为建设新鄂州的借鉴，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部专

志．
‘

本市在历史上从无《建制沿革》专志，现存几部旧志虽然

都有“沿革”一章，但大都记述筒略，缺而不全，且因考核

不够，有些不实之处·有鉴于此，本专志特分为：建制、领域、

区划、城镇四个专篇，分别系统地记述其沿革，并附有“沿革

考”以及必要的图表和按语。编写的原贝Ij是：遵循4新观点、

新方法、新材料”的要求；采择古今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资

料j参酌旧志，考其疑，补其缺，正其误，从其善，存其

异；力求全面、‘系统、翔实；使鄂州市的历史面貌，清晰地

展现在人们面前。，’

．鄂州市自西周时期开始称“鄂”以来，有近三千年的沿革

历史．西周夷王七年，楚子熊渠伐扬越，至于鄂，封其中子

熊红为鄂王．其时，．鄂王以今鄂州市为政治经济中心，其领

地几乎包括今鄂南全境。．熊渠卒，熊红嗣位，传六世至熊墨

(．同鄂)．楚君直接以鄂命名。’据出土文物证实：西周时

．期，今市区曾为楚之鄂都。春秋时期，鄂仍不失为“别都”



·的地位，而且是楚国产铜的重要基地。战国时，鄂为邑，曾

经是鄂君启的封地．启，是楚国的大贵族，大官商，他以鄂

邑为商业基地，从事大规模的长途贸易。鄂，以其特殊的战

：略地位、经济地位，而受到楚国的重视。

秦统一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鄂县属南郡。汉代，鄂

县属荆州江夏郡。西汉初，在鄂县境内分置了沙羡(今武

：昌)、下雉(今阳新东南)二县，这反映这一地区经济有了

很大的发展，而另一方面，鄂县的地位有所削弱．呈现下降

的趋势。分县后的鄂县，在江夏郡所领十四县中，．在西汉时，

列于第七，在东汉时，列于第十一。 · ．

+．

三国分立时，孙权于魏黄初二年(公元2 2 1年)自公

安徙都于鄂，改鄂县为武昌，‘设置武昌郡。这是今鄂州市历

史上称武昌之始。武昌郡辖武昌，沙羡、下雉、阳新、柴

桑(今九江市)，寻阳(今黄梅)等六县。从此，武昌不仅

是郡的治所，而是孙吴的国都，．江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吴黄

龙元年(公元2 2 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同年迁都建业

(今南京)-。至吴甘露元年(公元2 6’5年)，末帝孙皓又

徙都武昌。但因．“扬土百姓沂流供给，以为患苦”，大臣陆

凯奏称．“武昌土地，实危险而瘠士角，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

所以孙皓都武昌才一年有余，就还都建业。吴从孙权徙都于

鄂到孙皓降晋，前后六十年．，虽然两度建都武昌，一共只有

十年，而在其余的五十年间，武昌仍不失为陪都或“西都”

的政治地位和长江中游军事重镇的地位；太子孙登和陆逊、

吕岱、诸葛恪、．陆凯、滕胤等重臣，都曾镇守武昌。当耐、

武昌和建业是东吴的两大商业城市。

西晋时，武昌仍然是武昌郡郡治所在，先属荆州，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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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州。其时，原属武昌郡的寻阳柴桑二县先后分出，并合

置为寻阳郡。寻阳郡的兴起，又使武昌的重要性有所减弱。

东晋偏安江南时，武昌的地位再度上升。它不仅是武昌

郡治，又一度是江州治所，而且是军事重镇，王敦、温峤、

陶侃、庾亮、庾翼等重臣，曾先后坐镇武昌，以扼上游。但

后期桓温专政，江陵和襄阳的地位逐步提高，武昌在军事上

的重要作用又逐步下降。

南朝，在宋、齐、梁、陈偏安江南的近一百七十年间，武昌

的重要性继续下降。刘宋时，武昌郡由原属江州改属郢州，

州治设于夏口(今武昌)。武昌昔日的重要地位，逐步由夏口

、取而代之。武昌虽仍为郡治，而领域日蹙。至陈，武昌郡只

-领三县。这三县乃先后分武昌所置：武昌(在今鄂州市治)，

鄂(今市西南)、西陵(今市东)。

隋统一后，于开皇九年(公元5 8 9年)改郢州为鄂

州，仍治夏口，夏口的重要地位逐步趋于稳固。同年，撤武昌

郡，并鄂、西陵入武昌县，属鄂州。历史上，今鄂州市在湖

北称鄂最早。但随着地区性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于隋开

皇九年，鄂的名称第一次西移于鄂州(今武昌)。

自隋至清的一千三百多年间，统一的局面维持较长。武

昌在南宋偏安时，因“地扼江西要冲隘口”，曾一度升为寿

r昌军。其余时间。它一直为一二等县。

历史总是波浪式前进的。现在，鄂州市正处于一个新的

繁荣发展的阶段。“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为了开发经济，深

化改革，实现经济腾飞，对本市的沿革历史作些考察，是大

有裨益的。

本志在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得到有关专家、学者和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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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帮助，谨此致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仍然存在不少问=

-题，请广大读者指正。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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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建 制

今鄂州市，直属湖北省。

西周时，始称鄂，为鄂侯的领地．

周夷王七年，楚子熊渠伐扬越，至于鄂，封其中子红为

鄂王，从此鄂属楚．西周末叶：鄂曾为楚都?遗物有楚公熊
粤的《夜雨楚公钟》。

春秋时，鄂为楚之别都。 ．

战国时，为鄂邑，属楚．遗物有《鄂君启节》。

秦代，为鄂县，属南郡。县治位于今鄂州市市区。
●

’

●

●●

。 ～
●

汉代，’为鄂县，属荆州江夏郡： ·

据汉及晋《地理志》和《水经注》：汉高帝六年(公元

前2 0 1年)，分南郡竟陵以东及江南置江夏郡，从此鄂县由

南郡移属江夏。据’《汉书·地理志》：江夏郡领十四县，鄂

县列于第七·武帝元封五年(1公元前1 0 6年)．，’分全国为

十三州刺史部；鄂县属荆州江夏郡。东汉沿西汉旧制，据

《后汉书·郡国志》：荆州江夏郡领县十四，鄂县列于第十

一，汉鄂县县治，位于今鄂州市市区东。

按：关于汉江夏郡所领十四县，原来的上属关景：。据清

刘文琪《楚汉诸侯疆域志莎：十四县中，西陵、蕲春原属英布

(九江郡)；邾属吴芮(衡山国)；竟陵、西阳、襄、鞅i

鄂、安陆、沙羡、云杜、下雉、钟武原属南郡。‘

关于江夏郡治所：据《太平襄宇记》： “高祖析南郡置

’l



江夏郡，处于鄂。。说明鄂县在汉初曾为江夏郡郡活．

三国，鄂县属吴，后改名武昌，隶武昌郡。孙权、孙皓

尝建都于此． ．

据《三国志·吴书·胡综传》：东汉建安八年(公元

2 0 3年)，孙权以胡综为金曹从事，拜为鄂长。《吴书·吴

主传》：魏黄初二年(公元2 2 1年)，孙权自公安都鄂，

改鄂为武昌，八月，于武昌筑城．又以武昌、下雉、阳新、。

柴桑，寻阳．沙羡等六县为武昌郡，治武昌。这是鄂县改名

武昌之始．吴黄龙元年(公元2 2 9年)四月．孙权即帝位

于武昌，九月迁都建业(今南京市)，召上大将军陆逊辅佐

太子登留守武昌。《吴书·三嗣主传》：甘露元年(公元2
6 5年)九月，孙皓徙都武昌：宝鼎元年(公元2 6 5年)

十二月，还都建业，留卫将军滕胤镇武昌。 ． ，

按。．关于武昌之名的由来：据《舆地纪胜》，认为是孙

权取“以武而昌”之义，而《武昌土俗蝙》则以为因武昌山

而得名，但《名胜志》引《括地志》云。 。山以县名者，武昌其

一．也。"关于武昌郡，有“即改"，“寻改”为江夏郡之说。

据《水经注》i “魏黄初元年(《吴书》为二年)，权自公安

徒此，改日武昌，鄂县徙治于袁山东，又以其年立·为江夏

郡．’《元和志》： “黄初初(武昌郡)废，”《湖北通志》

“武昌郡寻冀为．江夏郡。”鬟湖北省建靠8沿革志》t “武昌郡

暂立，即其年改为江夏郡。”?但据《吴书·士燮传》“孙权以

燮之子廒汐武昌太守。”此在置武昌郡之初，即黄初二年，

至黄武五年(会元226年)免廒为庶人(《吕岱传》)，足

见燮任武昌本守达六年之久。廒之后，继任武昌太守者有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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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公元238年，见《襄阳耆旧传》)o据此，所谓武昌郡即

玫或寻改为江夏郡之说，不可取。
’

晋代，武昌县仍隶武昌郡，初属荆州’，后属江州．东晋

时，武昌尝为重镇。
’

据《晋书·地理志》：武昌郡，吴置，统县七：武昌、

柴桑、阳新、沙羡、沙阳、鄂、官陵，隶属荆州。至惠帝元

康元年(公元2 9 1年)有司奏荆．扬二州疆土广远，统理尤

难，于是割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

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城，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

江州。。此后，武昌郡属江州，武昌县仍属武昌郡。两晋，

武昌为县治、郡治．东晋时，江州曾设治于武昌，并为军事

重镇，王敦、陶侃、庾亮、庾翼尝镇此．

按l关于江州治武昌，据《舆地纪胜》引《武昌志年表》i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江州由豫州移治武昌，

至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始移治寻阳。

关于晋武昌郡有武昌及鄂二县i据《晋书‘·地理志》：

“鄂有新兴马头铁官”。《宋书·州郡志》： “吴改鄂为武

昌，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复立鄂县，而武昌如故”。

《清一统志》： “(鄂)太康初分武昌置”。
’

南朝宋。武昌郡，初属江州j后分属郢州，武昌县均属

之。据《宋书·州郡志》： “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 5 4

年)，分荆州之江夏、+竞陵、随、武陵、天门；湘州之巴

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阳，立郢州。从此，武昌郡属郢

州。武昌太守领县三：武昌、阳新、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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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郑州州巷霉在夏口(今武昌)。

南朝齐，仍属郢州武昌郡，为武昌县。

据《南齐书·州郡志》： “郢州武昌郡，领武昌、．鄂、

阳新、义宁、真阳等五县。”

按：据《南齐·州志》： “义宁县寄治于鄂、真阳县，

永明三年户口簿无”。李兆洛《历代地理今释》：，“真阳县

在武昌府境。”

． 南朝梁，仍属郢州武昌郡，为武昌县。 。． ．

．据徐文范《’南北朝年表》：：梁武帝极盛时，郢州统十七
郡：梁末，江北地尽入北齐，郢州统四郡，武昌郡始终属郢

州。洪骑孙《补梁疆域志》。 “武昌郡领四县：武昌、鄂、

阳新、安昌”。 ．

南朝陈。武昌县，属北新州武昌郡。

据徐氏《南北朝年表》：陈之北新州，领_郡三县∥武

昌郡及武昌县、西陵县、鄂县。南朝宋、齐、梁、陈武昌县

治，武昌郡治均末变。．陈时之北新州治，初在北方，后南移

于武昌郡之武昌县。

按：据徐氏《年表》：梁中大通四年(公元532年)分郢

州置北新州，领竟陵、南北新阳、东群嗣、齐兴、建安等七郡

又分j匕-新置土，富、洄、豪、采毒州·不久，牝新及土、富等五州

南移于武昌郡。陈之北新州治武昌，土州治官陵，富州治安

昌，洄州治阳新，豪州治永兴，泉州治国川，均为梁时之武

昌酃地，《陈书·世祖纪》： “天嘉二年(公元561年)，以

武昌国川为竟陵郡端安流民，盖侨郡也”。徐氏《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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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领竟陵、郡国川县”。

隋代。武昌以县属鄂州(江夏郡)。

据《隋书·地理志》：一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 8 9年)

平陈，罢武昌郡，废鄂、西陵二县并归武昌县。同年．置鄂

州，罢江夏郡，改旧郢州江夏郡之汝南县为江夏县，为鄂_!}}l。

治所．武昌以县属鄂州，县治不变。
‘

’按：据《隋书·地理志》：炀帝大业三年(如L607年)，
又改鄂州为江夏郡，武昌县仍属之，后分武昌县西境置城塘

县，至大’业九年(一公元613年)废，仍并人武昌县，武昌拳

秦汉时之鄂县，’’三国吴始改名武昌，至隋，鄂县之名始西移
．

L ‘

于鄂州。．

唐代_’武昌县属江南西道鄂州(江夏郡)。

据《旧唐书·地理志》：玄宗开元二十_年(公元733

年)，改全国为十五道．江南道分为东、西二道，鄂州(江

夏郡)，属江南西道，?领县七，·武昌县列于第二；县治未变．

按：关于唐代武昌县上属道、州、郡名称的变更：据《旧

唐书·地理志》i高祖武德西年(公元621年)，改江夏郡为

鄂州，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耳·4)，分全国为十道，鄂’州

属江南道，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争)，叉改鄂州为江夏

郡，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再改江夏郡为鄂州。道、

州、郡之名虽几经更改，而武昌县之上属关系未变j

关于唐代置武昌军节度使：据《旧唐志》：肃宗至德

(公元756q758年)后，于鄂州置武昌军节度使，《舆地纪胜》

谓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置，而《方舆纪要》、《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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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志》谓敬宗宝历初(公元8 2 5年)置。其时，始移武昌为

节镇之名，．，而武昌县名如故。

五代十国。为鄂州武昌县，梁、唐时属吴；晋、汉、周

对属南唐。 ．
． ，

据《五代史·职方考》：五代时。自唐末，昭宗天复二

年(公元9 0 2年)，封杨行密为吴王(史称杨吴)．时起，

鄂州武昌县属杨吴，历后梁、后唐两代，州、县名称与县治

．及隶属关系均未变。，至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公元9 3 7r年)，，

李舁取代杨吴，’建立南唐，鄂州武昌县属南唐，经历后晋、后

汉、后周三代，直到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 7 5年)，。南

唐后主李煜降宋以前，武昌县隶属关系及县治未变。‘
按：据《五代史职方考》：李煜立六年，即宋乾德五年

(公元967年)，割武昌三乡之地置大冶县与武昌县并属鄂

。州(江夏郡)。

宋代。武昌县先属荆湖北路、鄂州江夏郡，归武昌军节

。度．南渡后，武昌县升为寿昌军，直隶武昌军节度。 ·

．．据《九域志》云：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 9 9年)，荆

湖分南北路，鄂州属荆湖北路，武昌县属荆湖北路鄂州江夏

郡，归武昌军节度。，南渡后，金兵骚扰江北，因武昌地扼上

游，为江西要冲隘口，．故创立两军，．专备防守。又虑知县权

轻，难以弹压，遂于宁宗嘉定十四年(公元1 2 2 1年)，

升武昌县为武昌军使，次年，续升为武昌军；但因军名与鄂

州武昌军节度之名相类，乃取，“玉宝寿昌”之文，改名寿昌

军，领武昌本县，直隶武昌军节度。据《宋史·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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