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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县志

崇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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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新编《崇阳县志》出版，这是我县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7+

．崇阳山青水秀。境内峰峦起伏，河溪纵横，田园肥沃，环境优特。有闻名中外

的桂花林场，有多功能的青山水库，且有“避暑山庄"之称的金沙，是个令人向往

的好地方。 ，，

、

崇阳历史悠久。70年代本地出土的商代铜鼓，是3 000多年前我们祖先进化

和文明的象征。汉高祖五年，这里置下隽县，今台山暇心畈为县治所在地。宋太

祖开宝八年始称“崇阳”，至今已有千余年!

崇阳人民勤劳俭朴，英勇顽强。清道光二十一年，这里爆发了以钟人杰为首

的农民抗粮起义，震惊朝廷，影响深远。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时期，本籍的同盟

会员冯大树和金华衮等志士仁人，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推翻清王朝和反对袁世

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崇阳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农民运动此起彼伏，革命斗争如火如荼。以叶重开为首的崇阳农民自卫

军，在党代表罗荣桓率领下，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原中共湘鄂赣省委

书记陈寿昌和彭制、王佛炳等五名中共崇阳县委书记及数千名革命者，在这块

土地上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献出了宝贵生命，谱写了不朽

篇章。‘1949年解放后，崇阳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

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

活水平显著提高。’

崇阳还是饮誉国内的民间长篇叙事诗《双合莲》、《钟九闹漕》的故乡，并出

现了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原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长王世杰和社会科学

家、九三学社主要发起人之一吴藻溪等颇有影响的人物。 ，

地方志乃“一方之全史’’。从明宣德七年至清同治五年的434年间，崇阳共编

纂14届县志，由于时代局限，难免夹杂一些糟粕，但它对两千年来崇阳自然和社

会等情况的记述，仍是一份难得的史料和珍贵的遗产。民国时期，县政府曾两次

筹划续修《崇阳县志》，但均告辍。今逢盛世，将近、现代百余年崇相的历史和现

状编纂成志，是时代的要求，是全县人民的愿望，也是县委、县政府应尽的职责。



在各方支持配合下，1981年组织专班编纂，历经十载，数易其稿，终于使建国后

我县的第一部县志问世!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新修《崇阳县志》是一部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编纂的资料书，它对于了解和研

究崇阳县情，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重要作用，也为进行爱国主

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乡土教材，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价值。

值此新志出版，我们谨向给予指导和帮助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海外同胞、方

志界同仁及参加编纂志书的全体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1991年春于崇阳



凡 例

、宗旨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事求是地记载崇阳县的历史与现状，为全面振兴崇阳提供借

鉴和决策依据。 一 }

二、断限本志记事一般起于1840年，止于1985年。为保持史实的完整性，部分条目作

了适当上溯，个别事件稍有下延。’ i

三、结构本志除总述、大事记与总附录外，依事分类设32卷。卷下层次控制在四档以

一 内，分别以序号“一”、“(一)”及黑体字、正楷字标示。 j

．。 四、体裁有述、记、志、传、录等体裁，并辅以图、表、照片。总述反映概貌，提挈全志；大

事记编年记事，辅之以纪事本末，纵向交代历史脉络；专业志一般横剖，部分卷宜于分期记述

的，则用先分期后分类或先分类后分期的办法处理；传记以人系事，以反映各历史时期侧面；

总附录列于志末，分录置诸卷目后，以辑存不便载入正文的内容；图、表、照片一般随文穿插。

’

五、史料本志资料采自有关档案馆、图书馆、本县旧志和其他文献及口碑资料。建国后

有关统计指标，一般用统计部门数字。统计部门缺项的，则以主管单位的数字为准。i，

六、文字用现代书面汉语编写，坚持记实，寓理于事。数字悉按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七单位联合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表述。 l ：

七、称谓历史朝代及其政权机构均沿用正称，唯日军扶植之傀儡政权冠以“伪”字。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崇阳政权机构及政区名称，概以各个时期的称谓为准。行文中一般用

全称，若全称字数多而又反复出现的，于第一次全称之后已予以简缩，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前、后”，均简称“建国前、后” 蠹

。八、纪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旧纪年，必要时夹注公元年

号，例如清道光十六年(1836)、民国38年(1949)等；建国后，概用公历纪年。 ；

。九、计量以公制度量衡单位为主，适当考虑历史习惯，面积中的市亩，重量中的市担、，

市斤，仍予保留。 §

。十、人物遵循生不立传原则，但对省以上劳动模范、本籍高级知识分子及知名人士、正

县团级以上党政军干部，均收入人物表。立传人物从有利教化出发，注意其代表性，不以地位

或职务为唯一取舍标准。人物传不分类，概按传主卒年先后顺序排列。 譬
y

?‘

簿羹笋彩彰l雾萼岳0l≯。

●-霉辩搿骣r，晷#哥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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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县位于湖北省南陲，幕阜山脉中段北麓，隽水河中游。东邻通山县，南接江西修水

县，西连通城县和湖南临湘县，北靠蒲圻、咸宁县。东西长61公里，南北宽52公里，总面积1

968平方公里，折合295．2万亩。其中耕地35．32万亩，山地229．03万亩，水面10．49万亩，
非农业用地20．36万亩，俗称“八山半水分半田’’。全县1985年有6区2镇33乡(镇)，

62 730户，366 305人，平均每平方公里186．1人，是本省人口较疏的县份之一。1：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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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崇阳属楚，为楚之边地。汉高祖五年(前202)始建县，称下隽，属长沙国。唐天

宝二年(743)置唐年县。五代吴顺义七年(927)改名宗阳县。北宋开宝八年(975)始名崇阳。

县城天城镇，位于崇阳盆地中部，建于宋代。旧志谓其。四周崇山环绕，中土平衍，俨如天城”．

崇阳诸山丛聚，峰峦迭蟑，关隘多处，隽水河贯穿境内，北注长江，故有“江夏南屏”之称。三国

时，吴王孙权驻军于县治南10里处?并修筑吴城(今华陂吴城)。唐末农民义军领袖黄巢筑城‘

于县治西60里的沙坪白沙岭(今沙坪古城)。清咸丰年间，太平军多次转战崇阳，翼王石达开

大败清军于棠棣岭。大革命时期，工农红军两占县城，三战高枧。 一·’

． 崇阳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清顺治二年(1645)，邑举人蒙正发、岁贡汪柱、诸生蒙上

种等为首组织抗清斗争。清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邑入钟人杰集众万余，发动抗漕赋，反清廷

起义。占崇阳、破通城、攻通山、战蒲圻，波及湘、赣，震惊清廷。辛亥革命时期，本籍冯大树、

龚村榕等志士仁人加入同盟会，进行反清斗争。民国初期，湖北陆军军官学校、本籍学生金华

衮、周孟阳为首组织崇阳农民护国军，分别任鄂南护国军正副司令，英勇抗击北洋军阀。民国

“年(1925)12月，县城建立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次年冬，相继成立崇阳县农民协会和中共崇

阳县委员会。国共两党合作，开展农民运动。全县9区81乡建立农会，会员达3万余人，占

全县成年人总数的70％以上。16年，沈昌亚、曾哲卿等被选送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

所”学习；卢清波、沈昌亚、杨香林、黄明出席“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崇阳的农民运动

受到省农协的表彰。“4·12”反革命政变后，崇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当年5月组建

崇阳农民自卫军，坚持武装斗争。8月，这支以叶重开(桂口人)为队长的农民武装，会同通城

农民自卫军，由党代表罗荣桓率领，经通城，过修水，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

特务连，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土地革命时期，全县建立11个中共区

委会、68个党支部，苏维埃政权管辖的地区达1 436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73％。境内

先后设立中共湘鄂边县委、湘鄂边中心县委、寿昌县委、咸蒲崇通县委，驻扎过鄂东南道委、

红16师、西北代表团等机关。全县4万余户中有2．1万余户分得土地、茶山18万余亩。抗

日期间，中共崇阳县委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抗日乡村促进会”、“募捐委员

会”和“抗战学校”，组织动员各阶层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由国民党西山支队和共产

党抗日游击队合编的崇阳抗日大队以及后来组建的武工队，出没敌后．打击日本侵略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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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粮食产量由民国元年(1912)的13 731万斤下降到10 395万斤’；油料产量由31 100担下

降为19 384担。工业几乎空白。清末只有少量依附农业的家庭手工业。民国初期，集镇始出

现与农业分离的手工业作坊。解放前夕，全县仅有一家印刷厂、一家米厂和600余户铁、木、

竹、缝纫等手工业店铺作坊。城乡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崇阳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农村在完成土地改革，实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大力兴

办水利，改革耕作制度，推广优良品种，实行科学种田。全县先后兴修青山等99座大中小型

水库及大市等50座渡槽和其他水利设施，总蓄水量达6．5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由1949

年的10多万亩增加到22．51万亩，由单季保收面积6万余亩增加到双季保收面积近15万

亩。1985年，双季稻面积达17．22万亩，占水田面积的68％；种植杂交稻13．8万亩，单产比

常规稻增加195．6斤；全县粮食产量37 555万斤，分别比1949年、1978年增长264％和

47％；油料产量6．97万担，分别比1949年、1978年增长260％和179％；生猪出栏16．72万

头，分别比1949年、1978年增长303％和69．6％；鲜鱼产量605万斤，分别比1949年、1978

年增长14倍和7．7倍。邑人云：“粮猪安天下，林特富万家”。林业生产在本县农业经济中占

有重要地位。建国以来，共建国营、集体和县乡合办林场178个，营造人工林48．8万亩，活立

木蓄积50多万立方米，南竹蓄积314万根。1981年后，发展林业专业户188户，营造人工林

2．5万亩。1985年，全县有林面积171．65万亩，森林覆盖率49．44％，立木蓄积107．25万立

方米，南竹蓄积2 615万根。1952～1985年，共向国家交售木材51．76万立方米，南竹2 179

万根。闻名中外的国营桂花林场，是全国三大示范林场之一。被誉为“鄂南人工林海”。境内

茶叶、油茶j油桐、板栗、桂花蜜、猕猴桃、龙须草、芭茅杆、中药材等资源丰富。传统产品老青

茶在全县占有相当地位，清咸丰、同治年间，英、俄商人曾在境内开设茶庄，收购茶叶。色白味

醇的崇阳桂花蜜，经商业部鉴定，为部优产品，畅销日本和东南亚。工业方面，利用本地资源，

逐步兴建一批工矿企业，特别是1979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引进竞争机制，开展横

向联系，工业生产有较大发展。至1985年，全县有矿冶、建材、电力、机械、化工、造纸、印刷、

纺织、服装、食品及竹木加工等工业企业，有煤、钒、水泥、纤维板、剪板机、合成氨、棕床、毛

刷、纸折扇、鞭炮、酒等28个主要产品，其中五氧化二钒、白鹤牌油漆刷获省优质产品奖，崇

阳大曲酒在全省评为第二名。五氧化二钒、油漆刷、纸折扇、钢镐进入国际市场。随着乡镇企

业的兴起，农村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1985年，全县9．78万个农村劳

动力中，从事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占66％；从事工业、建筑业的占27 oA；从事商业、运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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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各种服务业的占7％。农民进镇务工、经商、修理、服务的649户，l 578人，涌现出具

有地方优势的“棕床之乡”、“筲箕之乡”、“鞭炮之乡”和一批专业村及2 244户专业户。

_崇阳人民把发展山区小水电和交通事业作为大事来抓。1957年首建香山水电站后；逐

年发展。到1985年，共修建小水电站3l座，装机68台，1．64万千瓦，年发电4 000万度，县 ，

城和33个乡镇驻地及93．5％的村、90．7％的户通了电。清末民初，境内只有乡间大道和傍 ，；

山小路，交通运输主要以舟楫簏筏水运和人力挑运，兼用手推独轮车和牛马车。建国前仅有

通过境内的武长公路和崇阳至赵李桥的公路，计97．35公里。建国后，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

修建公路169条，841．55公里。1985年，全县共有公路17：2条，938．9公里，32个乡镇和

85．4％的村通公路。拥有各种汽车800余辆，拖拉机860部。机械运输逐步取代肩挑背驮，

邮政运输由步行分送发展为机动车辆运送，电话线路由单线回路改为双线回路，由实线电路 ＼

传送增为多路载波电路传送。增办报刊发行、集邮、国际信函．、会议电话、国际电报电话等业t ，

+务。 ，。
，i。 ’?

。 ：
’， ：。 ．。1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给财政金融、商业贸易注入了活力。流通领域，几经起伏。1979年以 ／

来，经营渠道增多，市场繁荣活跃。1985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 067万元，农副产品收 ．／

购总额3 984万元，集市贸易成交额l 847万元，对外贸易收购额313万元，分别比1978年 ／

增长1．7倍、1．22倍、17．84倍和0．77倍。／“ ．“

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境内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25 736

万元，分别比1949年、1978年增长7．3倍、1．3倍。其中农业总产值17 491万元，分别比

1949年、1978年增长4．86倍、0．99倍；工业总产值8 245万元，分别比1949年、1978年增

长81．6倍、2．4倍。社会总产值30 743万元，分别比1949年、1978年增长8．．8倍、1．6倍。国

民收入19 030万元，分别比1949年、1978年增长15．8倍、2．4倍。财政收入l 11．5万元，分

别比1952年、1978年增长5．5倍、1．26倍。农村人平收入338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职工年均工资(不包括奖金)分别为853元、817元。城乡个人储蓄存款余额1 697万元，比

‘1978年的131万元增长12倍；人平存款由1978年的4元增加到46元。人民购买力显著提

高，商品需求由低档向中、高档名优商品转移。1980年以来的六年中，手表、缝纫机、自行车、

， 收音机销售量是前30年销售量的总和，收录机、电视机、洗衣机!龟冰箱等高档商品进入家

庭，逐年增多。建国后，城乡新建住房83．9万平方米，人平增加2．29平方米。钢筋水泥结构
‘

房屋不断增加，式样翻新。： ：， +_ ．j 一一．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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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随着国民经济I勺发展，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科技事业发生了深刻变化o-1985年。全县

有幼儿园54所，小学279所，初中41所。高中4所，中专2所，农业、职业中学2所，电大分

校1所。各类学校369所，比1949年的100所增加269所。在校学生8．9万人，比1949年

’，增长29倍；适龄儿童入学率由1949年的12．4％上升到99．7％；少年儿童初等教育普及率

达98．13％，青壮年非盲率为96．66％。建国后县历届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的1 359

入，研究生23入，出国留学生6人。1985年有卫生技术人员1．155入，病床1 200张，每千人

5中有卫生人员3．15人，病床3．3张，乡乡有卫生院。县人民医院医疗门类较齐全，设备较完

．善，医疗技术力量较强，是全省卫生系统的文明单位。境内先后消灭了天花i霍乱、头癣、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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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丝虫病，控制了麻疹、副霍乱、白喉的发病率。妇科病、传染病也大幅度下降。人口死亡率

由1954年的22‰下降到6．500，人均寿命由建国前的35岁增加到61．4岁。自1977年起。

人口自然增长率多年控制在10‰以下。县里有文化馆、电影院、广播站、电视转播台、图书馆

和汉剧、提琴戏两个专业剧团及77个业余乡村剧团。崇阳提琴戏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深受

群众欢迎。为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和纪念农民革命领袖钟人杰而创作的民间长篇叙事诗《双合

莲》、《钟九闹漕》，是我国诗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从晚清到民国，传唱抄记，广为流传。建国

后搜集整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国内颇有影响。本县70年代出土的商代铜鼓，对研

究我国古代青铜艺术和奴隶社会礼乐制度具有重要价值。建国后，在职工、学生和农民群众

中。经常开展球类、棋类、游泳等体育活动。在民间流传已久的传统武术和龙舟竟渡得到恢复

和发展。1956～1985年，参加省和全国体育比赛40人次，获奖牌24枚。1985年，境内有农

科所、林科所、农机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和各种科技学术团体15个。有专业科技人员1 517

，人，其中中级职称51人，高级职称2人。1978～1985年，下达科研项目156项，取得科研成

果84项，其中获省、地科技成果奖25项。崇阳山川灵秀，历代人才辈出。当今涌现出一些颇

有名气的博士、教授、科普作家和农民书法家。
’ ’

(四)

纵观近100多年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崇阳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1950-'-"1957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发展较快，粮食产量年均递增

4，2％，工业产值由83万元上升到685万元。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刮“浮夸风”、

“共产风”，至1962年，粮食年均递减8．1％，工业产值下降到391万元。1963～1965年，贯彻

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粮食年均递增6．5％，工业产值为五六百万元。1966"--

1976年“文化大革命”，粮食年均仅递增0．3％；工业前期亦徘徊不前，1972年后产值才过千

万元关。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

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的1981

～1985年，粮食连续五年增产，年均递增8．6％；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5．9％，比1980年

增长1．09倍。其中农业产值增长90．1％，工业产值增长1．6倍。

建国以来，崇阳经济虽有很大变化和发展，但生产力水平仍较低。工业起步晚，基础差，

效益不高；近年农田水利失修，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林业砍伐量过大，影响和破坏了生态平

衡；财力薄弱，收不抵支；特别是边远山区和部分农民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入学难、行路

、难、看病难、买卖难等问题仍程度不同存在。 ‘

崇阳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藏有30多种。其中储量多、品位高、开采价值大的有煤、石

煤、锑、钨、黄金、镁、大理石等。县内大小河流50条，水库上百处，水力蕴藏量5．4万千瓦，水

面lo万亩，可养殖5．88万亩。宜林荒山60万亩，可营造用材林和经济林。草山99万亩，可

载畜5万个黄牛单位。野桂花林50余万亩，可载蜜蜂2万箱。并有“避暑山庄”金沙镇，“地

下龙宫”大泉洞，“深山平湖”青山水库，“人工林海”桂花林场。这些优越的自然资源，是振兴

崇阳的有利条件。潜力很大，前程灿烂。崇阳人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按照县委提出的兴田富食、兴工富县、兴林富民的思路，励

精图治，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和开发本地资源，努力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为建设富裕、民

●●-一—■■1

●--l

J-■●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

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崇阳而奋斗!

附：表1、表2。 ，。，一j。|’’，j”，、·

建国后若干年主要经济指标统计

(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

总述5

表1 一+ 单位。万元

＼劳 ． ．。： 社 会 总 产 值。： 7．

、
宰＼

．。＼ 工农业总产值 一 国民收入
⋯

＼参 合计
＼ ．．小计 工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彩＼．

．．
1949

．一
3 124 3 074 ． 90 2 984

．
1 125

1952 8 776 3 766． ． 215 3 551‘ 1 390

1957 4 959 4 759 。‘． 685 4 074 ‘”1 825““

‘1962 4 525 4 423 —391 ．4 032 1 067

1965 ： 6 688‘ 6 488 ， 610 5 878 2 670

1970
’ 6 810 5 809 752 5 057 2 719

1976 9 681 9 375 1 989 7 386 3 485

i’ 1978 12 421 11 199 2 421 8 778 5 502

1979 12 666 11 906 2 523 9 383 6 755

1980 13 047 12 323 3 124 9 199 6 646

1981 15 750 13 474 3 557 9 917 7 800

1982+． 17 380 15 056 4 140 10 916 10 745

1983 19 800 16 288 5 008 11 280 12 068

1984 ’24 035 19 985 6 115 13 870 16 136

1985 30 743 25 736 8 245 17 491 19 030

注t工农业总产值按老I：1径计算．

1

I}1．L■■，



表2

若干年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情况统计

＼贸 总收入 总支出 各项提留 国家税收 农民所得 人平纯收入 人平口粮

年义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元) (il-)

1956 989 127 35 70 757 62 522

1957 1 094 186 72 96 746 61 490

1962 1 474 247 56 120 1 051 81 ．455

1965 1 818 358 149 134 l 178 82 422

1970 2 176 561 166 149 1 292 79 370

1976 3 290 1 127 317 146 1 884 103 467

1978 3 830 1 179 350 148 2 153 122 546

1979 4 516 1 309 440 151 2 615 130 596

1980 4 217 1 438 324 140 2 315 145 556

1981 5 070 1 182 307 153 3 428 222 545

1982 6 520 953 395 165 5 007 283 643

1983 12 216 1 682 213 188 10 133 307 664

1984 14 052 2 242 240 2】8 11 352 326 739

1985 17 342 4 086 144 304 12 549 338 750

注：人平纯收入包括家庭兼营收入。

本篇主笔：王澄斌

责任编辑：谭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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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专本年(1836) 。、、：j
7． 。，．． ；4 。．。

十一月十五日，塘口金太和上县完粮，当面斥责衙役盘剥农民，遭县吏毒打、关押，乡民

聚众入城声援，金获释。
．’ '．，

一L

、

’

：，．．；
道光十九年(1839) 。 。 ?

二月，白霓桥钟人杰联络乡人，以玩花灯为名，进入县城，捣毁粮房，将县署原定减税章

程立碑于大堂。j’| ，7|
，i

，．．

、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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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道光二十年(1840)一
’

：』
，‘

，

八月，湖广总督裕泰以崇阳农民连年闹粮案，劾罢知县折锦元。 ‘’

道光=十一年(1841)
- ，“：

l’ _
， 。：}

’ 、‘

十---声1初十日，钟入杰率乡民3 000人，攻打县城。十二日城破，杀知县师长治，开仓济

贫。破狱纵囚，竖都督大元帅旗。后钟聚众万余，分兵破通城，攻蒲圻、通山，清廷急调湘、鄂、

赣、甘、陕五省大军围剿，义军失利。次年正月二十一日，钟入杰、汪敦族、陈宝铭等首领被擒。

四月均被害于北京。 j
!：

，，一．

‘
。

j

’

tF 二， ，
、

道光二十=年(1842)
“ 1‘

饥荒，县衙开仓平粜免除道光二十一年农民所欠钱粮。

设桂口巡检署。 ” √ 。

o

桂口刘镇鼎等19户，捐银400两(约合银元555元)，修建考棚和添置桌凳800套。

⋯ 卜
L‘‘二

道光二十四年(18l”
’。

、’+，。

’‘

；

知县金云门倡捐建同善公局，董事13人，制定育婴条例17款。

一道光二十六年(1846) ．、

j
．’，

殷植澧等65户先后捐款335万文(约合银元3 102元)，在城南创建宾兴馆。

道光三+年(1850)

春，大荒，乡民以草根、树皮、观音土充饥。

粤商首次进入县内收购红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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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二年(1852)

杨林畈铁匠陈瑞兆，以青年男女胡三保、郑秀英的爱情故事为原型，创作具有反封建婚

姻制度的长篇叙事诗《双合莲》，在本地广为流传。1954年由吕庆庚、宋祖立收集整理，湖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咸丰三年(1853)

三月十一日夜，桂口农民陈申子(字北斗)．率众焚毁桂口巡检署，树“太平天国殿前大元

帅”旗，时茶峰堡义军，通城义军，嘉鱼熊开宇义军，纷纷前来汇合。十六日，义军在上峰岭遭

清军江忠济部围剿，陈申子等首领阵亡，伤亡500余人。

咸丰四年(1854)

春，太平军石祥桢部攻入崇阳，焚毁县署，开仓济贫。四月，太平天国丞相曾添养在崇阳

试行“天朝田亩制”和“乡官制”。五月离去。
：

八月十三日，太平军复攻县城，杀清营官黄鹏程、知县钮津芳、千总谢金魁。

十月十一日，按察使胡林翼率湘兵由方山入崇，令四乡办团练，抗拒太平军。

漕粮始以银两折收计征。

咸丰五年(1855)

十月下旬，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领兵数万，与清布政使罗泽南、知府李续宾两部大战予

棠棣岭，杀死其前锋参将彭三元及保举知县李杏春。

咸丰七年(1857) ．

十一月十一日，抚院告示，崇阳南漕二米每石由折价6 000文(约合银元4元2角)，减

至4 000文，各保将减税文字勒碑，，立于路旁晓喻。

咸丰十一年(1Sel)

英商在驳岸上开设茶庄，收购茶叶。

十二月下旬，大雪，深数尺，隽水结冰可行人，柏、栎、棕、冬青等树冻枯。

咸丰年间，太学王业光倡建凉亭，供行人憩息。大梅岭、伏岭、河山、白崖、茅坳、吴城、方

山胭脂坳、洪上飞翠亭等8处凉亭设施茶所。

同治二年(1863)
：

俄商在大沙坪开设茶庄，收购茶叶。

同治三年(18S4)

县城西门外重建养济院，抚孤贫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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