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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蒲圻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全市人民的重托，也是我们事

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从1984年起受任主持这一有意义的工作。新县志编纂，从

1982年起步，于今10载，在市(县)委、市(县)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体修志人员的

共同努力，五易其稿，终于出版问世。这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的丰硕成果。10年来，全市人民积极支持修志事业，各级领导在人、财、物等方面进

行了有效的投入；旅居港澳、台的同胞对家乡修志也十分关注j提供了不少珍贵的

史料，弥补了新志书的某些缺项；省、地修志机构给予多方面的指导和业务辅导。

在本志出版之际，我向全市人民、向各级领导、港澳、台同胞表示衷心的感谢，向10

年来辛勤笔耕的同仁表示祝贺l

蒲圻县已有1763年的历史，在这块--l-：J也上曾经有过诸如赤壁之战、隐圻之

战、羊楼司之战、汀泗桥之战等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惊天动地的壮举，曾诞生过魏
观、廖道南、魏裳、张国淦、张国溶、贺良朴、余日章、周逸群、马君武、贺国光这样一

批历史名人，他们的业绩辉耀历史?启迪未来。新中国成立后，蒲圻人民励精图治，

使这块古老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修《蒲圻志》客观地反映了自上届

I：县志》下限以来的120年的史实，这对于我们资政、存史、育人将发挥重大的作

用。
‘

， 新修《蒲圻志》共32卷，另有概述、大事记、附录等部分，记述的内容多，涉及

面广。限于我们的认识水平，一些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谅解。。治天

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我们相信s新修《蒲圻志》将为广大读者进一步认

识蒲圻、建设蒲圻而发挥应有的作用。． !

。 马玉玖
一

一九九一年十月
．

●

马玉玖系原任蒲圻县委副书记、蒲圻县代县长、蒲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新编《蒲圻志》历经10载，5易其稿，现已问世。这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

成果，我们感到由衷地喜悦。

蒲圻地处湖北边陲，扼湘鄂要冲，山川形胜，交通便利，气候温和，资源丰富，

素有茶乡、麻乡、竹乡、鱼米之乡的美称。自三国东吴黄武二年(223)建县至1986

年撤县建市，历经1763年。全县人民在这里辛勤劳动，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文

化。三国赤壁之战，古迹长存，北伐汀泗之役，丰碑永在。

．蒲圻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优秀儿女同全
’

国人民一道在历次革命运动中；高举革命红旗，同国内反动派，外国侵略者展开了．

浴血奋战，前赴后继，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全力

投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全县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更使蒲圻城乡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以

崭新的面貌屹立在荆楚大地上。

编写地方志，是中央的正确决策，也是现实的客观需要。<蒲圻志》实事求是地

记述了1866--1986年一120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演变过程，

可以较好地发挥“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志书详尽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本县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更使我们坚定了对中

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信念，既是我们了解县情的重要

资料，也是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

．’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时代列车飞驰向前。‘蒲圻志》的完成，只是历史瞬间韵一

。个小结，又是新的征途的起点。我们希望全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丰功伟绩，谱写出更加绚

丽的历史篇章。

张感山李德贤、

一九九一年十胄
、

●

张懑山系原任中共穗圻市委书记

李德贤系原任蒲圻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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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蒲圻志》出版问世，这是全市人民的一件喜事，也是我市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我们应编委会之约，为该志写序，非常高兴，并欣然

命笔。

编写“县志一是一项浩繁的工程。在内容上，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

等各个领域，在时间上，跨越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后三个时期。洋洋130万字，

卷帙浩繁，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完成这一巨著，皆得力于前任几位市(县)长和编

委会诸同志的正确领导，也有赖于编写人员的辛勤笔耕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为

此，在新志书付梓之时，谨对为本志付出艰辛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谢意。

志书的独特功能，大凡为资政、教育、存史。新编《蒲圻志》从各个角度比较全

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了本县发展变化的历史和现状，为党政领导规划、指导经济

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新编《蒲圻志》还详尽地记述了本县的自然环境、历史沿
革、物产资源l记述了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觉醒、斗争、建设的伟大业

绩，以及在各个时期涌现出的杰出人物。这部志书的“存史一价值’，不仅在于其资料

丰富，储量很大，而主要在于她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唯物史观指

导下，采用科学方法整理的系统的历史资料。她再不是一些孤立的、互不联系的、

片断的史料，而是一部。一方之全书"，是我们各单位乃至每个人不可或缺的“工具
，

书一。 ·

我们应以史为鉴，从中吸取管理本市、本战线、本行业的经验，以此为教材，在

全市人民群众中进行市情、乡情和革命传统的教育，激发人们为。四化"建设、为振

兴蒲圻、繁荣蒲圻作贡献的奋斗精神。这部新编《蒲圻志》能在人们中生根、开花、

结果，乃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樊仁富江忠兴

一九九四年元月

樊仁富系中共蒲圻市委书记．

江惠兴系蒲圻市市长、蒲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钟



凡 例

一、本志初拟名<蒲圻县志》，因在成书前已撤销蒲圻县建立蒲圻市，故更名为

<蒲圻志》。
’

二、新编《蒲圻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修志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

一，从内容和体例上努力创新，达到“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一的
’ 目的。 ’

、

． 三、本志体裁为记、志、传、录、表、图、照。以志为主，图、表、照分别在各类目

： 中，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按“事以类从"分为32卷。有的卷采用“综述历史、横

j 陈现状"的记述方法；有的横排竖写。

．四、本志上限为1866年，下限截至1986年7月底撤县建市止，跨时120年，为

j! 保持历史的连续与完整，有的内容适当上溯。因下限断在年度中间，数字一般记至

{ 1985年底。

I 五、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载入大事记或各类有关卷中，大事
： 记以编年体为主，少数地方采用记事本末体。

‘

j、 、六、人物分传、录、表，以本籍人物为主，立传的多为历代较著名或有影响的人

；‘ 物，按卒年顺序排列。．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朝代纪年(人物及革命活动有例外)，加注公元

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简称“新中国成立前、后"或“建国

前、后一。
． 八、地理名称、历代政权和官职等称谓，沿用历史通称，古今地名不一致的，括

注今地名。 ·

九、本志用现代语体文记述，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外，均用1986年经过调整

后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计量单位以国家规定的为准，适当考虑历史
‘

习惯。’
·

．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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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一)

蒲圻，三国东吴黄武二年(223年)置县。县治始在西梁湖畔竞江口，唐贞观七年(633年)因

洪水泛滥，迁至今址蒲圻镇。1986年5月，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历经1763年的蒲圻县揭开了

历史新的一页。

本县地处湖北省南部，地理位置为东经113。32’——114。13’，北纬29。28’--29。55’。东邻
咸宁，南连崇阳，西与湖南省临湘县交界，西北隔长江与洪湖县相望，东北与嘉鱼县接壤．县境

东西长60公里，南北宽55公里，中部狭窄处20公里，版图面积1723平方公里．1985年耕地

面积50．48万亩，其中水田37．8l万亩，旱地12．凹万亩．全县5个区、6个镇、26个区辖乡镇，

人口406502人，平均每平方公里236人。总人口中，农业人口29．13万人，占71．7N，农业劳

力9．9万人，占农业人口34％。全县人平耕地1．24亩，农业劳力人平耕地5．1亩．人口中汉族

占99．6N，少数民族以回族较多，还有壮、土家、满、藏、苗、侗、瑶、维吾尔、蒙古、布衣、朝鲜等

民族．

本县为幕阜余脉与江汉平原接触地带，南负低山，北临长江。境内低山、丘陵、平原、滨江滨

湖地区自南向北依次排列，构成。六山两水两分田”的格局。南部连绵逶迤的是海拔500米左右

的低山群，大小山峰百余座，最高山为观音尖，海拔852米，中部京广铁路两侧为海拔200米左

右的丘陵，北部是滨江滨湖地区。境内有陆水、汀洒河、蟠河三条主河，加上溪港总长327．2公

里．还有黄盖湖、西梁湖等数十处大小湖泊，形成环山错湖的地域特色。

本县属亚热带气候区，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常年平均气温16．9"C，无霜期

247——26l天，年平均降水量1500毫米左右，适合各种农作物生长。除产粮棉油外，盛产茶麻 ．

竹。早在唐宋，境内就有人工植茶，并销往边疆。清朝为产茶鼎盛时期，羊楼洞销往武汉的成品

茶最高年份达50万担，价值白银1300余万两。麻园遍布全县，民国23年运往汉口出售的苎麻

2850吨，居当年全省各县之首。楠竹采伐量每年都在百万根左右，还产鲜鱼、芭茅、中药材等．

’然而在漫长的旧社会里，战乱频仍．灾荒不断．自然条件虽好，生产却极不稳定．名为。鄂上壮

邑”的蒲圻，粮食不能自给，广大农民劳动经年，不得温饱。

蒲圻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为湖北省南大门，自古就是军事攻防要地。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

战场就在县西北长江边，至今留有大量出土文物。南宋岳飞征讨杨么，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抗击 ，

．官军，都在境内展开激战。晚清，太平天国军队在县境出出进进长达10年之久。民国时期，国

民革命军北伐汀泅桥之战、湘军援鄂之战、抗日战争时期的“血战虎山头”及一系列战斗，都曾

在境内激烈地进行：本县又是革命老根据地的一部分，属湘鄂赣红色政权地区。1926年本县共



2概述

产党员漆昌元发动群众，建立组织，迎接北伐．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以后，蒲圻设中共特委，

发展武装力量，领导鄂南秋收暴动。在革命高潮时期的1931年，全县8个区、52个乡实行土地

改革，面积占全县的三分之二，近lo万农民分得土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县死难烈士

1400余人．
‘

蒲圻山川灵秀，人才辈出。明清二朝共出举人241名，会进士56名。其中有祖孙三代进士、

兄弟同榜进士，有父子侍郎，也有同科7举人。明代有。后五子”之一的魏裳、大学士廖道南、祭

僭魏观。清朝有工部尚书贺寿慈、海岳游人张开东．近现代知名人物有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但焘、

黄昌谷，有早年英逝的共产党员周逸群、张计储，有教育家马君武、刘树杞、张进．有书画家张国

溶、贺良朴，有方志学家张国淦，有建筑家鲍鼎等．

‘

(二) ．

1949年5月25日，蒲圻获得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全县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社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1985年为8．

72亿元，比1949年增长31．5倍。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7．48亿元，比1949年增长26．5倍。随

着经济的发展，工农业总产值的结构发生了变化，1949年工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比重为3．

7％．农业占96．3％，1985年工业产值比重达到8l％，农业只占19％．工农业总产值在全省县

市中居第8位。 ．、

1985年，农业总产值1．42亿元，比1949年0．26亿元增长4．46倍。粮食产量1949年为

5．2万吨，1965年突破10万吨，1974年突破15万吨，1984年突破20万吨。1985年茶叶产量

3412吨，比1949年增长16倍，居成宁地区第1位．苎麻产量3914吨，是全国重点产麻县之

一。楠竹砍伐量150万根，居全省第2位．鱼类产量5430吨，比1949年增长4倍多．随着商

品经济的发展，农业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从产值来看，1985年农业占63％，比1978年下降

8．97％，林业占4．5％，下降1．1％，牧业占15．5％．上升5．5％，副业占12．3％，上升0．87％，

渔业占4．7％，上升3．8％。随着生产结构的调整，农村劳力出现新的转移。1985年第一产业人

数占58．2％，比1982年减少lo．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人数占26％，比1982年增长4．86个

百分点，第三产业人数占15．74％，比1982年增长5．24个百分点．

本县工业产值，1985年达到6．06亿元，比1949年增长605倍，比1978年增长2．6倍，其

中轻工业产值4．90亿元，比1978年增长3倍。1985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业产值4．70亿元，

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业产值1．27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2．6倍和2．7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都有明显增加，原煤、水泥、机砖瓦、电动葫芦、机制纸、服装等都提前一年完成。六五”计划，全

民独立核算单位的全员劳动生产率17673元．比1978年增长70％。建国前，本县只有几条勉

强行车的简易公路，现已形成公路网。1985年公路通车里程892．74公里，比1978年增长

52％。拥有各种民用汽车927辆，比1978年增长38．6％。公路完成汽车货运量25万吨，为

1978年的39倍，汽车货运周转量1162万吨公里，为1978年的128倍。客运量404．7万人次，

旅客周转量9926万人公里。此外，还有铁路货运量94万吨，客运量72万人次．

1985年全县有邮电局所30个，业务总量97万元，比1978年增长1倍，比1949年增长92

倍。电话交换机容量1000门，比1978年增长1倍，比1950年增长100倍，现在乡乡有邮局，村

村通电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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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全县财政收入3032万元，比1950年117．77万元增长25倍，比1980年2230万元

增长36％．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市场更加活跃，全县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多条

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的商业网络。1985年商业机构有3784个，人员10289人，分别为1978．

年的9倍和8倍．社会商品零售额16844万元．比1978年增长1．75倍，比1949年增长44．9

倍．1985年外贸出口收购额2346．59万元，外贸出口销售额1863．t6万元，已有出口产品生产

企业3l家，出口商品69种，上百种规格。出口商品主要有电动葫芦、钢丝钳、轻质碳酸钙、麻纱

织品、书写纸、服装、扇伞、柳制品、生猪、猕猴桃等．

建国以来，县属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加，1978--1985年投资2．86亿元，改变了城
乡面貌，保证了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

· 1985年全县共有中小学335所，其中完全中学3所、高级中学5所、职业中学2所、初级

中学50所、小学275所，在校学生8．55万人，占总人口21％，为1949年的45倍．专任教师

3810人，教师人平负担学生22人．1985年教育经费支出445万元，是1949年的258倍，比

1978年增长2．38倍．全县有专业文艺团体1个、文化馆站20个、图书发行网点31个，1985年

发行图书213．5万册。有电影院5个，电影队66个，全年放映电影6860场，收入42．8万元。全

．县有广播站室72个，有线广播通102个村，入户喇叭7682个，无线广播复盖率100％。有电视

差转台13个，电视复盖率46．5％．1949年全县仅有1个卫生院，病床20张，1985年卫生机构

35个，病床1091张，比1978年增长39．3％。有卫生技术人员1054人．比1949年增长3．1倍，

比1978年增长59．7％。有村卫生室238个，医务员498人，已初步形成以县为中心的县、区、

乡、村四级医疗卫生网络．一些地方性疾病，如甲状腺肿、血吸虫病等已基本消灭和达到控制指

标． ·
·

．．

1985年全县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789人，。六五”期间完成较好的科研项目32项，有26

项获省、地成果奖．《茶叶大尺蠖核型多角体病毒>论文已被国际病毒学会采用。

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1985年全县城镇职工人均收入989元，比1978年增加397元，提

高67％。农村人均收入468元，比1978年增加371元，提高3．8倍。农村出现专业户1682人，

有万元户112户．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4764万元，人均117元，为历史最好水平．

(三)

本县的经济特点是，以农林业为基础，以轻纺工业为重点，以机械工业为龙头，建材、食品、

旅蝣协调发展，内劲足、潜力大、优势多。1984年5月，本县被定为全省9个经济改革综合试点

县市之一。优势表现为：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运输便利。北距武汉市112公里，南距湘北重镇岳阳市63公里，扼湘

鄂两省咽喉，自古就是北上京津、南下黔粤的交通要道．京广铁路贯穿全境，在境内长达63公

里，有大小车站6座。长江从县境西北流过，西接巴蜀、东下吴越。赤壁有汽车轮渡跨越天堑直

·达洪湖，把鄂南山区与江汉平原联为一体。南部重镇赵李桥有公路直通湖南、江西，陆水河有轮

船开往崇阳．交通四通八达，形成以蒲圻为中心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为经济开发创造了

有利条件。

资源丰富。水资源方面，全县有水面33万亩，其中江河湖泊18万亩，水库塘堰15万亩．蕴

藏发电量63679千瓦，已开发45000千瓦。大小水库186座，总控水能力6．92亿立方米，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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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水量2．8亿立方米。养殖水面19．26万亩，1985年已利用养殖水面11．80万亩。陆水水库

常年蓄水6．7亿立方米，具有发电、防洪、灌溉、航运、饮用，养殖等多种功能，为工农业生产和

人民生活用水提供了方便。林特资源方面，全县有林地面积115．48万亩，占总面积的45％，其

中楠竹面积14．8万亩，积蓄量2128万根，砍伐量居全省第2位。但是林业经济效益不高，山区

仍较贫困，林业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4．5％，有待积极开发。全县有茶园面积4．54万亩，年

产松峰绿茶3500吨，1982年被列为全国18个重点产茶县之一。苎麻面积4万亩，猕猴桃除已

进行人工栽培200亩外，野生资源丰富。还有柑桔基地7000亩，这些经济作物都有广阔的发展‘

前途。矿产资源方面．金属矿有铁、锰、钨、锑等，非金属矿中煤的储量为7．79亿吨，品位在

5000大卡以上，有开采价值。大理石原料有2亿多立方米，有荷花绿、杜鹃红等10多个品种．

优质石灰石储量在2亿立方米以上．此外，方解石、白云石储量都很可观。陆水河砂储量丰富，．

品质优良，是建筑用的好材料；
’

工业有较好的基础。利用本地资源，本县工业已形成纺织、造纸、食品、建材、机械和竹木加

工6大工业体系．起重机械总厂生产的电动葫芦、造纸厂生产的60克书写纸均为优质产品。年

产3．5万吨的竹浆纸厂和年产30万吨的水泥总厂正在兴建，工业总产值在全省县级单位中位

居前列。1985年拥有固定资产净值3．34亿元，工业职工人数3万人。县内有大中型企业4个、．

中央、省、地企业12个，其中有全国闻名的大型纺织联合企业——蒲圻纺织总厂．这些企业将

为本县工业发展增强后劲。 ‘

旅游业前景广阔．蒲圻是两个旅游线的交汇处，赤壁古战场是三国旅游线的景点之一，也

是长江三峡的旅游景点，每年游览观光的人络绎不绝。陆水库区是省定的全省风景名胜区，五

洪山脚下有温泉，水温50_℃——60"C，矿水有医疗作用。这些旅游优势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利

用。

建国以来，蒲圻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项事业取得了辉煌成绩，在今后的建设中，必

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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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866年(清同治五年)

‘蒲圻县志)由知县恩荣主惨，后任知县顾际熙接修完成．

1875年(清光绪元年)
‘

王春琛在县城开办。兴隆茂茶厂”．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

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为给谭嗣同复仇，秘密领导两湖师范师生计拟暴动，羊楼洞人饶

振启积极响应，发展队伍600余人．因行踪暴露，遗官兵镇压，致使临湘、蒲圻：通城、崇阳、大冶

等县有5000余人参加的农民暴动中途夭折．． ．

1904年(光绪三十年)

4月，县立高等小学堂及附设初等商业班创办，堂址在县城东门内前街铺，学制为4年．

9月，羊楼洞高等小学堂在文昌阁设立，堂长宋道铨。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县劝学所设立，所址在城内叠秀山东．所内配总董1人，全县划分5个学区，各学区配劝学．

员1人．

广东人魏鉴彬首次在羊楼洞用手摇发电机发电放映无声电影．

5月，天主堂、圣公会两教教民偶因口角微嫌，互相纠众械斗．双方各死1人．湖广总督赵．

尔巽，委派即补知州张惰和本县知县王葆善与天主堂司铎沈金衡、圣公会牧师刘应荣、教士杨

鼎臣等公议订立和约，俾两教教民永远遵守，免滋事端，并由赵尔巽咨明外务部备案．
。

1910年(清宣统二年) ·

．

3月，县北埠头设高等小学堂、初等商业学堂各1所。
’

6月21日·湖北高等农业学堂教务长刘太令、教习美代清彦(日本人)，率毕业生杨德荣等
12人到羊楼洞茶厂学习制茶技术。

‘1912年(民国元年)

湖北省教育司派雷丁．章等6人来县，在朝阳书院旧址建立湖北省蒲圻县中学，龚映璎(龚
玉阶)任校监(校长)．． ·．

1913年(民国2年)

县公立女子学校在羊楼洞创办．

1914年(民国3年) 、

粤汉铁路武汉机务段段长饶生阶，运来电报机l台，在羊楼洞开展电报业务，为茶商服务．
1916年(民国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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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模范女子学校在县城内叠秀山北麓创办．

1917年(民国6年)

直、皖军阀混战，皖军第七师师长张继尧部火烧本县县城房屋，并抢劫邑绅叶宝森设立的

公益典当铺。 ．

县商民协会成立，会长龚醴仁。

2月，粤汉铁路武昌至蒲圻段竣工通车．

1919年(民国8年) ·

县劝学所所长黄兆兰创办织麻学校，后因财力不足停办．

6月，县中学学生举行游行，声援北平学生。五四一运动． ．、

1920年(民国9年)

武昌至羊楼洞长途电话线架成通话。

羊楼洞。长盛川”茶庄老板张仲山(dj西人)从武汉购得旧火车头l部，供压制砖茶动力之

用．

1921年(民国10年)
‘

7月，湖南督军赵恒惕派援鄂军正副司令宋鹤庚、鲁涤平，一路先锋司令官夏斗寅，从岳

‘阳、临湘进攻蒲圻，首战于羊楼洞．湖北督军王占元部孙传芳师溃败，是为湘鄂战争．

1923年(民国12年)

t蒲圻乡土志'由宋衍绵纂修完成，铅印发行．

7月，。蒲圻学会”在武昌雄楚楼成立．其宗旨是t。联络感情、砥砺学行、爱国爱乡、共同前

进。．学会举办有不定期。会刊”．登有汪德成撰写的《爱国、爱乡、爱家>、漆昌元的<读书不忘救

国——支持蒲圻中学的爱国运动>、唐崇礼的．：改良蒲圻之我见)等文章．

秋，蒲圻中学学生开展抵制日货活动，并在县城隍庙召开大会，声讨(--十一条)卖国条约，
‘

演出‘朝鲜亡国的惨状>、I哀台湾>等话剧。

12月12日．天主教蒲圻教区成立．蒲圻为监牧区，管理蒲圻、崇阳、通城、嘉鱼4县教务． ，

1924年(民国13年)

1月，城厢小学教师陈风城、叶青久和县中学学生马季文等，在漆昌元等人影响下，组成 ．

。蒲圻青年协进会”．4月，张传琛、马季文办油印《莼川青年)刊物，后改为I：莼川日报>，在城乡

发行． j
，

o

’

1925年(民国14年) I÷；

s月9日，。五九一国耻纪念日(袁世凯正式承认日本。二十一条”的日子)，。蒲圻青年协进

会”组织青年上街游行，并在街道商店查抄日货，当街焚烧。

6．月，县中学学生组织。五卅”惨案声讨大会，会后举行游行。

冬，漆昌壳受董必武派遣回县，发展沈国祯、卢祯祥：叶佩芳、彭人杰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

1926年(民国15年)

1月，中共蒲圻党小组在县城建立，组长沈国祯。

3月，县中学学生游行示威，抗议段祺瑞在北京制造的“3．18”屠杀学生的流血惨案。

3月，中共党员刘子谷以湖北省农协会特派员身份到本县发展共产党组织、组织农民运

动，并成立中共蒲圻县特别支部，书记沈国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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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中国国民党蒲圻县党部在城西沈国桢家召开全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溱昌元以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大会选举执行委员陈风城为常务委员．

5月，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建立，负责人沈国祯．

8月23日，北伐军进入本县，夺取羊楼司．25日，北伐军叶挺独立团在中伙铺歼敌数百名，

控制了该地火车站．26日．北伐军第四军与北洋军阀吴佩孚部激战汀泗桥，29日战斗结束，北

伐军胜利占领汀泗桥，是为。汀泗桥之战斗．

8月，国民党县党部号召开展歌咏运动，城厢内外出现男女老少唱歌热潮．．

9月，国民党蒲圻县党部接管县知事公署警备队和保卫团武装，合并改为。蒲圻县人民自

卫团”，团长邱壁山．

lo月，国民党蒲圻县党部改组，撤销陈凤城常务委员职务，由漆昌元接任．’

11月．中共蒲圻县党部在县中学秘密成立，隶属中共湖北区委，书记漆昌元．下辖6个党

支部．
’

‘

12月，陈凤城妄图暗杀漆昌元及县党部负责人，阴谋暴乱．县党部将陈逮捕．公开审翔后，

以反革命罪处决． ．．·

1927年(民国16年)

县高等小学堂和模范女子学校合并成立。蒲圻县第一完全小学”，校址在原朝阳书院(县城

北门附近)．

1月7日，卢宜秋、漆昌元、李有仁、彭人杰、邓云龙当选为蒲圻县出席国民党湖北省第t

次代表大会代表．

2月，县妇女协会成立，钱素珍(李素珍)任委员长．

2月7日．国民党县党部及各界代表召开大会纪念。二七”运动中牺牲的烈士，并通过反对

英帝国主义、讨伐吴佩孚及禁止重利盘剥等8条决议案。

2月22日．县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沈国祯任委员长．
、

3月4日，省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本县代表吴逢甲在大会上报告了蒲圻农

民运动情况，并当选为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

‘3月15日，县总工会成立，卢祯祥任委员长． ．

3月16日，觌乐、南勤、自石、黄龙等4团农民约2万人涌进县城，结集在县政府门口，要
求严惩大土豪劣绅陈玉卿．县长袁国绅顺应民意，将罪大恶极的陈玉两枪决．

4月，侯矩芳受共青团湖北区委派遣，在本县召开共青团会议，成立共青团蒲圻县委，侯任

书记．
·、

．

．

中共蒲圻县委在金峰荷叶塘(中心坪)成立，徐敬之任书记．
’

5月15日，夏斗寅叛变后．中共湖北省委派熊映楚接任中共蒲圻县委书记．

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后．中共蒲圻县委由县城转移到中伙铺油铺一带活动．

8月中旬，中共鄂南特委在中伙铺乡油铺汪爱自家成立，吴德峰任书记。

8月29日，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到中伙铺莲花塘石家召开中共鄂南6县负责人会

议，传达秋收暴动计划． ．

．

’

8月，县灾民请愿团代表马洛书、张传琛率灾民约900．人到省政府请愿，求放急照．
。

9月6日，中共蒲圻县委在中伙铺莲花塘石家召开全县党员干部会，传达。6县负责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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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精神，并成立。鄂南农军第一路军司令部”，漆昌元任总司令．+

9月9日凌晨l时左右，暴动军总司令漆昌元根据中共鄂南特委和蒲圻县委决定，组织农

协骨干和农民群众300余人，由总指挥黄赤光率领，在中伙铺阻截了l辆载有军用物资的客

车，缴获步枪16枝，子弹5箱，纸币3．4万元，银元86块，打响鄂南秋收暴动第一枪。

9月9日，中共蒲圻县委、湖北省鄂南土地革命委员会蒲圻分会在石坑渡组织农民暴动，

在王爷庙前召开3000余人的群众大会，处决了34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随后组编农军第五

纵队，辖3个大队9中队27个小队和1个工农大队。茶庵岭农军撬毁铁路后，处决了大土豪劣

绅彭秀峰父子。赵李桥港口农军攻进赵李桥火车站，处决了站长，撬毁了铁路，割断了电线。．

9月10日，鄂南暴动总司令漆昌元率10余人由车埠去新店，同自卫团团长刘步一谈判，

深夜叛徒卢云卿受刘步一指使，将其杀害。
‘

9月21日，汪家堡第二纵队农军，在司令员汪子春带领下进攻县城后撤退。在官山垴与敌

决战，全部阵亡．

9月底，国民党政府军108团分4路向中共蒲圻县委、县政府机关所在地石坑渡进攻，为

’保存实力，县委决定解散农军，转入地下活动。

12月26日，中共湖北省委派原蒲圻县委书记熊映楚、原少共鄂南特委书记周然等返回鄂

南各县开展工作．‘并重新组建蒲圻县委。

1928年(民国17年) ?

11月，中共蒲圻临时县委成立，书记李绍先。 ·

’12月，本县发展中共党员200余人，并建立东、南、西、北4个区委，中共湖北省委派刘迫

生接任临时县委书记．

． 1929年(民国18年) ．

1月20日，支lI迪生等3人被捕后叛变。致使省委和县委机关相继遭到破坏。
．‘ 5月．中共蒲圻中心县委成立，书记徐敬之，组织部长祝自清，宣传部长饶森阶，执行委员

汪子霞、李子贞，少共县委书记冯远超，全县有党员300余人。

10月，蒲圻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余共太任主任。 ．，

．

12月，鄂南赤色游击队在蒲圻成立，队长祝大同、政委汪子霞．． ·

1930年(民国19年)

新店观山坳土墩湾流行天花，死亡儿童60余人。
、

县立通俗演讲所成员黄为、王振东、郑国侨等3人先后分获省办各县巡回讲演一、二、三

名．

鄂南赤色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独立师，师长汪子霞，政委饶森阶．

7月1日，彭德怀率红五军到羊楼洞歼灭国民党反动武装第22师1团易秉乾部，在赵李

桥休息两天后，经羊搂司开赴岳阳。

8月3日．‘红军日报》第三期刊载(特讯)s蒲圻羊搂司、羊楼洞的工农群众组成自已武装

的红军独立师，在当地开展游击战。

8月，蒲圻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苏维埃政府，主席余共太。 一 ．

1931年(民国20年)

1月，汪子霞带领。红军独立师”全体官兵开赴江西参加整编，改编为红军独立第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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