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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修志不可．可以说。新修一部反映安陆特色、具有时代风貌的县志是我多年

的愿望．

安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对安陆的一山一水有着深厚

的情感．安陆山川I秀丽，人文荟萃，在历史上颇有名气，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

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安陆居住十年之久，白兆山留有他众多的遗迹和不朽诗篇．

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安陆人民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进行了

不屈不挠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民艰苦奋斗，谱写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新篇章。经过近40年的努力，已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安陆建设成初步繁荣

的新安陆。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县政府更进一步调整了生产

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全县经济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新修安陆县

志，通过对安陆历史和现状的记叙，使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安陆的过去，认识安

陆的现在，思考安陆的未来，为安陆振兴腾飞起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作

用。
1

安陆在历史上为州、郡、府所在地，宋代及明初皆“丽郡为书”，叙而不详。

康熙五年始有第一部《安陆县志’，但过于简略．道光二十三年曾续修县志，出于

当时的政治需要，只是对安陆人文地理和缓慢发展的自然经济稍有记载。1946年，

县人寇孟严曾主持续修县志，因内忧外患，惜未传诸于世．这次新修‘安陆县

志'，运用新观点、新史料、新方法，为我们探索安陆前进的规律提供了翔实的史

史同狭每果以条的县问



2 序 一

料和经验，为教育子孙后代提供了难得的乡土教材．

修志是一项浩大的系统文字工程，纵贯古今，囊括百科，历经晚清、民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3个不同性质的历史时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不同领域，任

务十分艰巨．全体编纂人员几历寒暑，数易其稿，终于完成总纂．这是我县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全县人民盼望已久的一件大喜事。县志编纂过程

中，得到了全县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省、地专家的悉心指导，在此谨一并致

以谢忱．并略书数语以为序。

注：尹光志系原中共安陆县委副书记、安陆县人民政府县长．

尹光志

1989年12月30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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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春，．我调任安陆市市长不久，适逢召开‘安陆县志)稿评审会，参加

会议的省、地方志专家对志稿采用“综述历史，分陈现状”的新体例给予了高度

评价，同时，还就新编地方志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这是我第一次

接触安陆修志工作，印象很深．经过近2年的修改、完善，‘安陆县志》终于付梓

面世。无疑，这是我市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喜事。 一·

新编‘安陆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详今略古，立

足当代，科学地、系统地、真实地记述了安陆的历史和地方风物，为人们了解安

陆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安陆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早在4000余年前，人类便在这里

劳动开发、生息繁衍。明媚秀丽的山川不仅孕育了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

家宋祁、宋庠，而且还吸引了历代的游人士子、墨客骚人，诸如李白、刘长卿、杜

牧、秦观等．均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不朽诗章。安陆土地肥沃，资源物产

丰富，有蕴藏量十分丰富的石灰石、白云石、优质河沙、石棉、重晶石、矿泉水

等10多种矿产资源，油桐、银杏、板栗、吉阳大蒜、白花菜、优质浸米等土特产

品，也都驰名中外．安陆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

产党就在这里建立了红色政权，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同志开创了以安陆赵家棚

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安陆人民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同

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诗篇。新中国成立后，

安陆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使安陆的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陆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各项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林果、畜禽、．

水产等商品生产基地已初步形成规模经济，成为安陆农业经济发展的主体．工业

发展迅速，已拥有工业企业300多家，基本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纺织、冶金、机 ，

械、轻工业、建材、电子、化工、医药、食品等工业体系。1987年9月，安陆撤

县建市，开创了步入新型城市的新纪元．回顾过去，逝者如斯；展望未来，任重

道远．全市人民正以昂扬的姿态向小康目标奋进．

新编‘安陆县志)据事直言，寓论于述，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对矛盾的运

动中找出晚清、民国时期安陆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正确地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轨

迹．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记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充分肯定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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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

尼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

绳，实事求是地记叙安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 ’

二、本志断限上自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下至1987年。为全面反映历史面貌，个别地方作

了适当的上朔。取事立足当代，详今略古，重点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巨大变化．

三、本志体例取“综述历史，分陈现状”，少数卷采取。横排竖写”，力图反映历史发展变化的轨

迹．

四、本志以公元年号纪年，后加注朝代及年号。

五、数字运用按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1987年《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产品型号

用英文。方言注音用国际音标，其余均用汉字．

六、<人物卷》分传、录、表3个层次，均不载生人，按卒年先后排列。

七、资料大部分采用国家、省、县档案馆及安陆各部门所编史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出处．

八、新中国成立后的数据，均以县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兼用备部门所编史料

中的数据。
。

九、计量单位均按国务院198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

十、地名按历史名称书写，必要时夹注今名。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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