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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小学3，8 3 8所，在校

学生4 8 l，2 5 7人，教

职 工1 9，l 5 3人。

1 949年全区中学只有5所，

学生7 37人，教职工1 o o

人，1 9 7 9年发展到中学

6 89所，学生l 6 2，2 38

人，教职工1 0，8 2 8人，

高 等学校2所，学生

1 ，0 9 8人，教职工





争年代，历来是军家必争之地。有关朝代的更迭，文化的兴

废，战争的频仍，反映在地名上，留下了不少的政治陈迹、
． 战争遗痕和文化旧址。～部黄梅地名志，从许多地名遗址的

考证，使我们看到黄梅过去历史的演绎和发展，看到黄梅悠

久文化的源远流长。 一

．

第二，突出黄梅人民革命传统的特色。由于山川形胜有

关，黄梅人民在革命历史上一向对革命极为敏感。远在秦朝

末年，在陈胜吴广领导农民大起义的同时，英布也率刑徒起

义抗秦，并在黄梅瓦石山筑东黥城，西黥城作为抗秦的根据

地。唐代末年，王仙芝，黄巢率领农民大起义；黄梅农民当

时参加起义军极众，史载“黄巢起兵江南，永兴(即黄梅)

民皆亡为盗。一。王仙芝兵败黄梅，被擒于古角迥旆岭，

杀五万余人，传首长安"。此后，元代的徐寿辉，明代的陈

文略，刘汝国等所率农民起义军，均先后转战黄梅，并以此

为根据地。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先后在黄梅和清军进

行过二十八次大鏖战，延续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光绪年

问，黄梅东乡又发生於天宝在多云山起义t俄国十月革命一

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正式成立，1923年革命火种就迅速燃烧到黄梅，经过大革

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黄梅人民更是风起云

涌，经受了残酷的革命斗争，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代价；‘三千

多为革命牺牲的烈士鲜血，写出了黄梅革命史的壮烈篇章。

优良的革命传统，反映在地名纪念上，则是黄梅人民的骄

傲，是我县极珍贵的革命传统教材。、：一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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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1条；企事业单位209条，人工建筑物150条，名胜古迹

。 ，29条，，革命纪念地10条，’自然地理实体239条，地名图29

j幅(包括县境古图)，县、镇、公社、农场概况23篇匙有关

j黄梅历史地理考证专文14篇，：照片55张。： ，

‘

’

二j=、凡本县公社，大队、自然镇、自然材地名，全部编

入。自然实体、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人工建筑物、企事

业单位，。只编入主要的。一 ，，． ，’

‘’三、本书地名编篡采取。词条式，，。地名含义，除以娃
’

氏，地理位置，职业、：人名或其他原因不注名命名由来外，
， 根据不同情况，均作详细的或简要的说明。

” ‘

· 四，本书编排次序。全县概况、考证专文，自然实体、。
“

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企事业单位、各县辖镇及。
～。

其所属街道、大队；各公社及其所属大队，自然村}附录等。

五，凡编入本书地名，均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为

我县现行的标准地名。今后使用地名，以此为准。如有需要

更名，按地名管理权限上报批准。 。

六，本书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

’‘。家测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进行标，

准拼音。 ，
，

．

七、本书所用的数字，除注明年限以外，均以统计局
。

。^

。-

‘

， t

． ：』l



1979年底国民经济统计数据为准，自然聍人口，用人口普查

时的慨数表示，各大队总面积，用普查时图上概数计算。 。

八，本书所用的地理高程，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地

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是以1973年出版的1：5万地形图对照

比例而定，未作实地勘测，不作定界依据。两地距离，除公。

路，河流，堤防线用实际里程外，均为直线距离。

．九，本书在编篡的过程中，参考了《黄梅县志》，《黄

州府志》、《湖北通志》、：《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 ’

《汉书》，《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

书》，《水经注》，《宋书地理志》，《资治通鉴》，．《纲

鉴》、《元史地理志》，《清史稿地理志》、《读史方舆

纪要》，《中国历史地图册》，《江西府志》、《德化县

志》、《中国地名大辞典》，《湖北概况统计》等。

十，本书凡标准地名、公社(镇)之类标题用三号黑体

字，大队(街道)之类标题用四号黑体字，自然村和其他地

名用五号黑体字，其余正文一律用五号仿宋排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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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黄梅是湖北省极东的一个县。地处鄂赣皖三省交界处j
‘

。。1东与安徽省宿松县辖地毗连，界长91公里；’南濒长江，和江，
F

西省九江市、县隔江相望，沿江界长54公里；西与本省广济县tf

辖地相邻，界长59公里；．北与本省圻春县辖地接壤，界长27
‘。

+公里。县境东西宽约25公里，南北长约65公里，总面积1640平
’

方公里。地跨东经115。457■116。077，北纬29。437—30。187。4 7⋯一

县人民政府驻黄梅镇，距湖北省会武昌270公里，距黄冈地

*“区行政公署驻地黄州镇166公里。 ⋯ “ ．，’
，．i 。

．。·．·“县行政区划辖有17个公社，三个县辖镇，二个农场(其⋯t
”

中龙感湖农场行政属省农垦局管辖)，共71个管理区，’512’ ?

个生产大队，4，466个生产队。23个自然镇，3，491．个自然．。。．

村i全县耕地总面积796，000亩，其中水田511，400亩， 占

。64％，旱地284，600亩，。占36％。‘宜林面积51万亩，水域面

一积45万亩(江面13万亩，湖泊21万亩，其他水面11万亩)。 一

一： 全县共有161，798户，总人口762，017人，其中全劳力和半劳

力共307，200个，居民有少数民族114人，其余均系汉族。，

。‘+全县地形是一个由北向南，由高走低的倾斜地貌。县北
’

I 部属大山区，中部为丘陵地带，南部为湖区平原。北部大山

[．。区为大别山脉的东南走向，’构成黄梅的四大山区一一即俗称
’

}4。，古角、’龙坪，小溪i考田等四山，山区面积340平方公里，约： ，

． 占全县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境内岗峦起伏，丘谷相连，最高 ，

点海拔1244米。中部丘陵地带从县城向四周扩展，丘陵与河： ．

： ‘畈相间，面积约480平方公里，约占县境的三分之一，南部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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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和四县，复称黄梅县，属蕲州。宋(公元1123年以后)分
1‘

．‘ 天下为十五路，1(后又分为二十三路)黄梅属淮南西路，属
‘

蕲州。元代设十二中书省，黄梅属河南江北行省蕲州路。明 ．

1改设司府州县，黄梅属湖广布政使司黄州府蕲州领辖。。清分’

长城以南为十八省，黄梅属湖北省黄州府。民国初废黄州

、，府，改属江汉道。．不久废道，改属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
’

． 二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原属江西省德化县辖的长江北
。

． 岸封，廓二洲(即今小池、，分路、新开等部分地区)统一．划 ．

j 归黄梅县辖管，即为今天的黄梅县全境。 ：
一 c+、．

。． 、，．、’黄梅有悠久的文化历史。①远在新石器时代，黄梅有大?’

量古居民遗址，据1983年黄冈文物普查发现，全县有大量古

文化遗址，如感湖、源湖中发现的涉墩，赶墩，窑墩和大河
· 河沿山等地各种石器和陶器碎片，均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 大庙公社发现的沿河山遗址和钓鱼咀遗址的陶器和周代的编
。’’ ‘钟，则属青铜时代的遗物。蔡山郑家山遗址，是唐代的居民点

遗址。．．②佛教在黄梅也具有悠久的历史，远在东晋时期(公
’

元350年间)，佛教般若学六大家之一支遁高僧曾在黄梅蔡山
’

寺落锡，唐宋以后，黄梅曾有过搿小天竺"之称。按旧县志记
‘

载，黄梅著名寺庙，全县有一百五十座之多，东晋名僧支遁

。， 在蔡山江心古寺手植梅树一株i即今之蔡山二度晋梅，为黄 ．。

梅古名胜地之一．南朝梁武帝时，达摩(?年一528年)东
： 来，曾路过黄梅路途镇的青莲庵。达摩四传至道信(580一651)

建寺于黄梅破额山，后称四祖寺。唐初；道信传法五祖弘忍

(602—675)，弘忍系黄梅濯港人，在黄梅东禅寺传法惠能。．’
一 后于东山建五祖寺成为东方佛教禅宗泽源地。‘(因惠能受法

子五祖，在佛教史上成为禅寺正系的开创者)黄梅古塔列入

， 国务院文件规定重点保护的，有县城里的乱石砖塔和五祖山
*

’

’

，

⋯

一 5
，

”d。，’

～

～。

⋯ ’



下一天门的宋代石塔。一‘③历代名人文士，在黄梅留下的遗述‘ ．

和诗作也不少，如晋代文学家鲍参军墓在县城西半里许，唐代，‘
． 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墓在多云山麓。著名诗人如李白、白詹 ，’

易、宋之问、裴度、‘张籍、‘张祜、柳公权、苏轼、欧阳修等，：

都游览过黄梅名胜，并留下著名的诗篇和石刻。④黄梅戏曲 ，

。’ 民歌i’也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黄梅采茶戏和文曲小调，具有．。

独特的地方风格和浓厚的乡土气息。：深受广大群众所喜爱。．， ·

。

黄梅传统剧目极为丰富，素有“三十六大本，七十二小帷黔．，
’

之称。由于旧社会水灾频仍，黄梅戏曲随着灾民转徙，流传于 ：、

，‘大江南北。蜚声国内外的黄梅戏‘。就是安徽在黄梅戏曲的基， ．⋯
’

础上发展而成的。·．，咚，II r“一。． o，’·’‘： ，’|
，。

黄梅是革命老根据地。黄梅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一 7
．

由于黄梅地处高山(大另q山脉)大湖(古雷池大湖)控扼长，
’

江要塞，，历代为军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农民革命战争，’总在 ’，

黄梅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最早爆发的一次陈胜吴广农民大r ’|·

起义(公元前209年)的同时，英布率刑徒队伍起义．，在黄梅

筑东黥城、西黥城组织抗泰。。(今黄梅有英布东黥城西黥城遗。

址)唐末，(公元875年)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曾以黄梅古

．j 角’山为驻军要地，和唐军在黄梅进行过大血战∥最后兵败被
。

·’擒手古角迥旆岭。．(被传首京师，尸体葬在多云山广福寺 ，．

前)元末J(1357-1363)朱元璋与陈友谅转战鄂赣大江南，

北，曾以黄梅濯港意生寺为其屯兵重地。，(朱在该寺亲笔题
，

’

有。天下第一山"∞石额j石刻尚存)明末(公元1642一1645)

， 李白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多次在黄梅作战，曾处决 一；。

明末黄梅知县施廷贤0清成率年阀《．1853—186I)太平天国 ’，

天王洪秀全r翼王石达开、英王陈玉成、丞相罗大纲等率领大， t。，

’

军先后在黄梅和清军进行过28次大鏖战。沿江上自新蔡，下 、

‘

i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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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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