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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咸丰自雍正置县至民国初建，民间竞相修志。问世两部，均由

私家编纂，政府集资付梓。拳拳此心，足见先辈对咸丰山川之钟爱，

及地方文明之珍惜。 ．

一代之兴，当有一代之志。1982年冬，中共咸丰县委员会、县

人大常务委员会及县人民政府，鉴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毅然定策，组织专班，拨付专款，广征博采，殚精竭虑，七经寒暑，三

易其稿，纂成新编《咸丰县志：}。全志近百万字，准确翔实记载辛亥

革命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地方政治、经济和风

土人情，积累保存了大量地方文献、资料和数据。鉴往开来，可以为

地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可以向各族

人民提供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和民族团结教育的教材，

可以给各行各业提供可供查考实用的资料。 ．

●

新编《咸丰县志》与旧志比较，具有占篇幅宏大、内容精深、体
●

例完备、资料翔实等多种优势。排除社会进步因素，就该归功于敬

事慎行、精益求精的认真负责精神了。旧志由个人编纂，势单力薄，

足不出户，仓促从事。新志由县委领导，人大、政府主修，部门协作，

专班负责。草创时调集百余名行家里手，分口广征博采，阅万卷书，

行万里路，精编细纂，草成部门志。再由专班拾遗补缺，核查修定成

县志专志，印发各方征求意见。然后反三复四，补缺纠谬，层层把

关，三审定稿。虽延宕时日，却保证了质量。



新编《咸丰县志》采用“纪纲志类，详近略远，综述历史，分陈现

状”的新体例，对于跨代修志如何保持时代历史面貌的整体性，作

了有益尝试。成功与否，有待公论，单讲这种开创精神也是难能可

贵的。

新编《咸丰县志》集群众之智慧，聚时代之精要，山川为之增

色，人才朴茂，风俗醇美。把它奉献给社会，当不致愧对先人，贻笑

大方吧l

罗仲权‘

199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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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本志取事，相对断限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至1985年。

为保持史实的连续性与完整性，部分内容作必要的上溯或适当的

下延。<大事记》纵贯古今，上溯至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四月建立

散毛土司，下延至1989年12月志书付印前。 ．

’二、本志篇目设置，采取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一级平列法，一

志一卷，以事标日。全志设《总述》、l：大事记>、《地理》、《民族》、《：农

业：}、<林业>、<水利》、<工业>、‘乡镇企业》、‘交通》、《邮电》、{：城乡

建设>、《财政》、<金融》、<商业：}、‘工商管理》、<政党社团》、《政权》、

‘司法：}、I：军事：》：《教育》、I：科技》、<文化艺术：}、．：新闻：}、‘医疗卫

生：}、‘体育>、‘人物》、《附录》，共28卷。 ．

三、本志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代，为保持时代

历史面貌的整体性，尽量采取“综述历史，分陈现状一的表述方法。

凡能分期的均分期。中华民国时期以。综述”为主，少数内容复杂的

事类“分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以。分陈一为主。凡分陈者均设

无题小序，以沟通各事类之间的联系，提纲挈领地记述事物的兴衰

起伏。

四、本志时间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简称。建国

后")，一般指1949年11月11日本县解放以后。历史纪年沿用各

历史时期正称。



五、本志计量单位，为避免换算带来的差误，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以前照录当时使用单位。

六、本志资料，大部分采自国家、省、县档案及本县各部门所编

部门志。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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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丰县，春秋为巴子国地，五代为羁糜感化

州，宋为羁糜怀远州。元时土司分治，先后设散

毛、金峒、龙潭、唐崖诸土司．明洪武二十三年

(1390)割散毛司地之半设大田军民千户所，实

行土流兼治。清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并

大田所、金峒、龙潭、唐崖诸地置咸丰县，盖取

。咸庆丰年”之意。1985年全县总面积2 550平

方公里，合382．5万亩。其中耕地400 604亩，

占总面积的lO．47％．全县人口313 516人，平

均每平方公里123人．

咸丰县地处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西南部，云贵高原东延武陵山余脉与大巴山之

间，东经108。37，8”至109。20，8一，北纬29。19'28"

至30吲2 54一．东接宣恩，西界四川，南邻来凤，北

连恩施、利川。县治高乐山镇距省会武汉市780

公里．境内山峦起伏，重岩迭蟑。海拔800米以

下的低山面积585．99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

的22．98％；海拔800米至1 200米的二高山面

积1 602．16平方公里，占62．83％；海拔1 200

米以上的高山面积361．85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咸丰县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全县有林地面

积202．2万亩，占总面积的52．86％，木本植物

160余科、500余属、900余种，活立木蓄积量

300余万立方米。盛产中药材，已初步查明定名

的有178科、650属、1 172个品种，全年产量约

16 304吨，其中黄连最高年收购量达81．75吨。

的14．19％。属湖北省边远山区县。

咸丰县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又是一个

多民族杂居区。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

统计，全县301 439人，分属18个民族．其中少

数民族1 7个，1 8 4 86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61．33％．少数民族中土家族155 556人，占总

人口的51．60％；苗族27 684人，占9．18％，侗

族782人，占0．26％；回族391人，占0．12％，

其他少数民族450人，占0．17％．土家族多数

世居本土，一部分是明、清两代由川东、湘西和

黔东北一带迁来。汉族移居本土始于明洪武年

间，清乾隆、嘉庆年间、抗El战争时期和建国后

形成高潮。苗族、侗族大部分是清乾隆、嘉庆年

间从湘西和黔东北一带，或避水患、或避清王朝

血醒镇压逃难来的。1983年实行民族区域自

治。

咸丰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湘鄂边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一

部分．

工业用植物有74科、188属、326种，其中猕猴

桃资源13万余亩，年产鲜果1 500余吨，刺梨

资源10余万亩，年产鲜果500余吨．有天然草

场100余万亩，牲畜饲草32科、174属、346种，

年产量100余万吨。烤烟质量好，适宜种烟旱地

约17万亩，年产量可达5 000吨以上．。坝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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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丰富，常年产量100余吨。发展茶叶生产的

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宜茶面积7．5万余亩。境内

分布有20余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其中煤炭、

高岭土、重晶石、大理石储量比较丰富。流域面

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13条，正常径流

量约22．91亿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22万千

瓦，可开发量9．5万千瓦。但是，由于特殊的自

然环境和特殊的历史原因，开发较迟，发展缓

慢。民国23年(1934)，国民政府出于军事需要

修建川鄂公路，县境内始有公路建设．25年开

始装备电话等近代通讯设备。27年，随着省政

府及一批工厂、学校迁入鄂西，近代工业和地方

金融业诞生，商业、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也相继

有所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省政府迁回武汉，

国民党当局从中央到地方推行“勘乱第一”方

1949年11月11日咸丰解放。此后，咸丰

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

农业生产在不放松粮油生产的同时，注意

发挥山区多种经济优势，不断改善耕作条件，大

力推广科学技术。1985年，粮食总产11．773万

吨，比1949年增长2．34倍。油料总产4 629

吨，烟叶总产5 180．9吨，油桐籽总产2 002吨，

棕片总产143．35吨，肥猪出栏91 400头。农村

社会总产值11 730万元，农民人平总收入335

元，人平纯收入226元。1957年至1985年为国

家提供原木48．32万立方米，1985年全县立木

蓄积量仍达304．48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

41．90％．

工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

经过30多年努力，逐步建立起以电力、煤炭、化

肥、水泥为骨干、门类比较齐全的地方工业。

1985年，全县电力总装机31台，6 216．5千瓦，

总发电量1 927万度．原煤总产量16．84万吨，

合成氨总产量2 451吨，水泥总产量16 298吨。

针，挑起内战，咸丰社会复趋萧条。38年

(1949)，全县农业总产值1 132万元(按1957

年不变价格折合人民币计算)，人平66．79元，

社会粮食总产量35 215吨，人平208公斤．无

工业，县城仅有小商小贩121户，从业人员168

人。群众购买力很低，小商小贩购进5公斤红糖

要卖一个月。广大人民群众受地主盘剥、官府压

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抗斗争接连不断．

民国9年爆发神兵起义，数以万计的农民削木

为刀，凭借深山密林打击军阀势力，抵制横征暴

敛。民国17年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潭司武

装暴动，开始土地革命斗争．此后陆续组建起

10余支游击队和独立团，此伏彼起，顽强战斗，

表现出咸丰人民对幸福美满生活的无限向往和

热烈追求。

／

工业总产值2 404万元，其中65个县区独立核

算企业创产值1 460．12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

4 544元。

1956年开始县境内区乡公路建设。1958年

提出。全党全民大办交通”的口号，广大群众自

筹资金，自带口粮，大修区乡公路。1984年实行

民办公助，每公里区乡公路国家投资1万元，实

现乡乡通公路。到1985年底，建成各类公路78

条，总长614．86公里。全县公路达到80条，总

长695．676公里，分布密度为27．28公里／100

平方公里，有客货车297辆，小车36辆，全年进

出口货运量11．2万吨，客运量65万人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

善，城乡贸易逐渐活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市场由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发展为多条渠道、

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并存，国家、集体、

个人一起上的社会主义大市场，品类齐全，交易

活跃。1985年，全县商业、服务业机构2 640个，

平均每千人8．7个；从业人员5 145人，平均每

千人16．41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 256万元，

农副产品收购总额2 866万元，农贸市场成交

额1 3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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