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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武昌县向系湖北首府所在，亦为辛亥首义之区。而旧时修志，却步履维

艰。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知县莫扬作《江夏田赋书》，县人郭正域补’

成1】志，但无力付印。：至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知县马仲骏再补成

24志，又未能刊行。仅上奏本四卷，其首卷已佚。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

年)，知县刘朝英令教谕张石虹修志，两载成书，乃延至康熙五十二年(公元

1713年)始得刊行。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

年)、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各刊县志一次，连同马仲骏手稿，仅5部县志。

， 此外，还有3部私人所修的小志。这些小志，虽也记述了县境风情，但多为

标榜人物、咏赏景物的诗文。官修县志，亦多为少数文人所编，其中有裨国

计民生之条目，仅有田赋、户口、水利、风俗、物产、兵事等项，其他无关于经
，

。

世济民者甚多。其实我国古代《周礼》课农桑，《史记》传货殖，又何尝忽视经

济!是可知端正修志观点，亦非易事。

当今社会改革浪潮冲激着一切陈旧观念，中国古老方志也将从改革中
’

获得新的生命。“科学即是生产力"，要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以推

进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要在一定区域的系统结构内，把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科技各方面发展情况和信息积聚起来，以求得中心的反馈，然后才好针对

．
现实，采取措旖，做好部署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方面的规划，从而提高各

项工作的质量和效益。
”

武昌县向居楚尾吴头，地当全国中心。自古商业发达，交通捷便。80

年代以来，中共武昌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为了实施发展城郊型经济战略，。通

，过地名、地质、土壤、人口、工业、文物等各项普查及历年工作的情况总结和
～

数据记载，已汇集了不同门类、不同层次的信息知识。在此基础上，新修县

h



志又进而完成了从全县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自然生态到人文景观的一

部翔实纪录。可以作为各界认识某一方面的依据之一，也可据以从事高层
，

次、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其功能将是多方面的。

可以资治，不仅借鉴历史经验，而尤在于应用方志于各科研究过程而发
●

挥其预测功能。还可视其历时性与同时性相结合以提高其对系统过程的深

切认识。 ，

可以存史，导致人们从地方风物特征以至政治经济表层，更深入到民族
^ 。

文化、风俗习惯的里层，从而据以考证这一地区的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各

种复杂现象。 ．、

‘

可以教化，特别是可以陶冶人们热爱乡土的情怀，从而关切故土命运和

世道人心。而民间传说、风俗人情、乡土人物，也能在读者思想感情上引起

共鸣，培育其高尚的道德情操。

1981年10月，本县开始组建县志编纂委员会并设办公室．组织力量搜

集资料，从事编写工作。新县志的编纂，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和我省、市志办指导下进行的。始则提出三新(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与

三性(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修志要求，后又订定朴实、严谨、科学的行

文准则，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县志办同仁前数年则神骏嘶风，奔驰于近查

远调，后数年则老骥伏枥，煎熬于窗于灯前。去伪存真：句斟字酌，九易寒

暑，始得脱稿。全书内容或有未能尽如人意之外，然新志成果终非旧志所能
●

●

比拟。
’ ‘。

，彩t狐
1988年12月



凡 例

一、本志取事断限，力求与我国近代史相应，与同治《江夏县志》相续。

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85年。必要时适当上溯下延，以保持史事的连续

性和阶段性。
‘

二、全志设概述、专志各卷和附录。每卷开篇，可按实际需要，记述宏观

梗概，然后分条目记述。

三、记述范围以现行区划为主。对历次划出的城区郊区，则按历史沿革

实况摘要记述。

四、本志设篇立目从实际出发，不受机构隶属关系的局限，相同事类合

设一篇≯而同一史事不同的侧面亦可交叉互见于他篇，但力求避免重复。

五、县直属机构沿革，主要在政党、政权、军事等卷中记述。其他各卷涉

及企、事业管理时，仅作简要记述。

六、职官表中只收录副县(团)级以上职务，人物仅收录各方面有代表性

的已故人物。编次以卒年为序。

七、民国以前用朝代纪年，并注明公元纪年以资对照。解放后一律用公

元纪年。

’、八、记述人物时，直书其名，不加褒贬。旧时地名有变更者加注今名。

条目中首次出现的机构名称须用全称，以下用简称。

九、本志记述一律用语体文，辅以图表和照片。

十、本志引用的数字以县统计局的统计数字为主。该局缺少的有关数

字，则采用其他单位提供的数字。数字的书写一般用阿拉伯字，按照汉语习

惯也兼用汉字。但表格中的统计数字均用阿拉伯字。

十一、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湖北省、武汉市和县档案及图书、杂志、报刊，

还有县直备部门提供的资料，部分资料是经过调查核过的口碑资料和回忆

录。为节省篇幅，一律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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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县地处长江东岸，武汉南郊，在湖北省

东南部，位于东经114。01 r一114。35'，北纬

29。58，一30。321之间。西北与汉阳、汉南隔江

相望，北与洪山区接壤，东北界鄂城，南邻咸宁，

西南与嘉鱼交界，东南毗连大冶，北距武昌火车

站19公里。东西宽54．17公里，南北长63．2

公里。面积2 008．98平方公里，合301．34万

亩。其中耕地面积126．01万亩，．山地面积

35．66万亩，水面面积75．1万亩，分别占全县

面积的41．82％、11．83％和24．92％，其他面

积64．57万亩，占21．43％。1985年总人口

527 264人，其中农业人口422 859人：

县境丘陵起伏，形成一个高低不平的垄岗

与平原交错的地貌类型。长江绕流于西，金水

河流贯于西南，东有梁子湖水系，北有汤孙、黄

家、青菱诸湖，上述水系直流入江。常年气温差

25．4℃．高温月为7—8月，低温月为1月，年

均温29℃一29．5℃，年极端最高温40．1℃一

40．3℃，极端最低温为一12．4℃一一15．3℃。年

均降雨量1 200—1 350毫米。春季多东南风

而湿润，夏季多西南风而潮热，秋季多西风而微

干，冬季多北风而凉燥。

武昌山水相映，风光绮丽，文物古迹多有开

发利用价值。现有古文化遗址20余处，古墓葬

13处，唐、五代及宋、元陶瓷窑址多处。其中湖

泅浮山下40座青白瓷窑址和龙泉山楚昭王等

墓群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除赤壁古战场、槐

山矾石驳岸、白云洞、留云亭、慈云寺等胜迹外，

还有贺胜桥北伐将士纪念碑等革命文物。正在

兴建的龙泉风景区和熊廷弼公园，将与武汉市

黄鹤楼、磨山旅游区连成一片。

武昌历史悠久，据江汉考古工作者对范湖

香炉山和南湖老人桥一带遗址的考证，早在新

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定居，形成原始社会群落。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置江夏郡，设沙羡

县治涂口(今金口)，为建县之始．晋咸和至太

元年间(公元327—377年)颖州人避石勒之乱

侨治汝南郡于沙羡。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

改称汝南县。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更名江

夏县，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迁治郢城(今武

昌)。江夏县名治地至清末未变。1912年辛亥

革命后，改名武昌县。1949年6月10日武昌

县人民政府在武昌市区成立，初隶大冶专区，

1952年改隶孝感地区，1959年11月划归武汉

市，1960年县政府迁纸坊镇。1961年4月，复

隶孝感地区，1965年改隶咸宁地区，1975年

11月划归武汉市辖。 ”

县境行政区划。清末，城区称城厢区，下辖

20个里I乡村划分东南北三个乡，共辖42个

里．另设六镇、四汛，为县衙派出机构。民国

15年(公元1926年)废里设乡，实行区乡保甲

制。1949年5月解放，6月全县划分七个区．

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1983

年撤社建乡，1985年全县辖23个乡(镇)，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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