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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编修阳新志，鉴古知今昭后人。社会主义第一代《阳新

县志》，是阳新首部宏篇巨著，也是阳新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重

大科技成果。我对这部新志书的出版发行表示衷心祝贺3

地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被世界誉为“第二座长

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修志工

作。尤其是党的十_届三中全会后，“春风又绿江南岸”，举国兴

起修志热潮。中共阳新县委和阳新县人民政府，鼎力支持这项

有益当代、造福后世的千秋大业，决定新编《阳新县志》，并建立

专门机构，荟萃各界才子，广征博采，精雕细刻，历时八个春秋，

终于大功告成。 ．

阳新是鄂东南最古老的县份，历史悠久，山川毓秀，地广物

阜，人才辈出。‘但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人民深

受苛政的压迫、战乱的蹂躏、灾疫的摧残，过着“红薯半年粮，糠

菜渡饥荒"的苦难生活。勤劳勇敢的阳新人民向往美好，奋起抗

争，一代接一代。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点燃了革

命的火炬，逐步建立起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小小阳新，

万众一心，要粮有粮，要兵有兵"。阳新人民前仆后继，百折不

挠，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剧。二十多万优秀儿女为革

命英勇献身，使阳新成为全国著名的“烈士县"。新中国建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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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阳新人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

路，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业绩，谱写了一曲曲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新编《阳新县志》凝聚了修志工作者的许多心血，它以正确的观

点、创新的体例、丰富的资料，真实而全面地展现了全县自然和

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熔思想性、时代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

堪称阳新的历史百科全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新志书将会

日益发挥其“资治、存史、教化”之功能。1，一“’ ：，?·’·

”1五十年代初起，我曾在阳新工作十几年。七十年代中期再

赴阳新主持政事，亲历和目睹了这里翻天覆地的巨变。。；JjEi新是

我的第二故乡，我对阳新的山山水水和广大干部群众有着深厚

的感情。正是这乡土之情，革命之义，激励我为阳新的社会主义

建设添砖加瓦，贡献绵薄之力。而今我虽青丝染霜，又离开阳新

十余年，仍时刻关注着阳新的振兴和发展。在庆贺《阳新县志》

问世之日，我愿与阳新人民共勉：让我们运用这部传世之作，更

好地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断把阳新的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向前进。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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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阳新县志》历经八个寒暑，终于编纂完成，付梓出版。这是

阳新文化史上的硕果，是告慰前人、激励今人、启迪后人的千秋

大业，更是全县八十三万人民的大喜事。

阳新历史悠久，地位显要。建县始于汉初。宋、元、明、清四

朝历为军、路、府、州治。在旧社会，阳新人民受尽反动统治阶级

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虽屡次举义旗、舞刀枪、抗敌顽，但因

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终不免失败。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阳新人民的革命斗争才迎来最后胜利。 一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阳新是湘鄂赣边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为中国革命作出

了重大贡献。新中国诞生后，勤劳勇敢的阳新人民，发扬光荣的

革命传统，在四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征途上，

历经艰难曲折，战胜重重困难，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1 989年，

社会总产值67525万元，国民收入36952万元，分别是1949年

的1 4．6倍和12．7倍。农业稳步发展，农业总产值21 1 46万元，

粮食总产量30689万公斤，分别比1949年增长3．7倍和2．3

倍。工业突飞猛进，已建成冶金、医药化工、纺织、建材、能源五

大工业支柱。工业总产值31 9 34万元，比1 952年增长225倍。



市场繁荣兴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各项事业蒸蒸日

上，城乡面貌呈现勃勃生机。
‘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据记载，我县早在宋

代就开始纂修志书。至清末共11次修志，10次成书。现存明志

1部、清志5部。1983年，上遵党和国家之期望，下应人民群众

之要求，中共阳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决定编修《阳新县志》，成

立专门机构，配备工作人员，并为修志创造良好的条件。随后，

动员县直各战线、各部门建专班，查资料，撰文稿，开展修志工

作：1988年冬，县委、县政府为加快编纂进度，进行体例创新；

提高志书质量，进一步充实了修志力量。今天，这部贯通两千年

的新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新观点、

新方法、新材料，全面而系统地记述了阳新的历史和现状，为我

们提供了一部能鉴社会之兴衰，咀前世之是非，考当今之得失

的地方百科全书。这对关心阳新、认识阳新、开发阳新、建设阳

新的有志之士，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更将激励全县人民

团结奋斗、艰苦奋斗、接力奋斗，把阳新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值新志定稿之时，应编纂委员会之约，寥志数语，权以为

序。
’

注：石宏希同志为中共阳新县委书记。’



序 三

t一编史修志，乃中华民族之优良传统。本邑志书创修于宋，继

修于明，盛修于清。自本世纪初起，近百年失修。这一代人负起

历史之使命，编纂出版社会主义第一部《阳新县志》，可庆可贺!

阳新古称兴国州，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世代先人靠勤劳和

智慧改造自然，开发资源，使阳新成为远近闻名的矿乡、麻乡和

鱼乡。这里踞长江锁钥，扼鄂赣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

兵家必争。在红巾起义、太平天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

抗日战争中，都曾展现过“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壮观场面。这里

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古代和现代均涌现不少杰出人物。有晋代

名士，有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有太平天国的状元，有辛亥革命的

元勋，还有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文艺各界名流，更有为革命

捐躯的一代英烈。所有这些，孰能无志?

1949年5月1 6日，阳新获得解放。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克服艰难险阻，不断夺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的双丰收。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阳新推行改

革开放，迎来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更应挥笔泼墨，大书特书。

1983年，遵照省人民政府的指示，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主持

编修《阳新县志》，历时八载，终于成书。这部社会主义新县志，

／彳



纵贯千年，横及百科，是阳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出版工程。这部

新县志在体例上大胆探索创新，有几个显著特点：摒弃封建王

朝的旧观点，遵循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正确记述史实，此其一；坚持“详史之略，考史之错，补史

之缺，续史之无”，着力填补阳新近百年来的历史空白，此其二；

纠正“重人文，轻经济”的偏向，适当加强经济部类记述，体现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显示地方特色，此其三；克服“只见树木，不

见森林"之弊，注重宏观记述，加强综合性、系统性、整体性，志

首设“总述”；中置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人物五篇“综述"，大

部分门类设有新中国建立后的“小综述”，此其四；经济、政治、

文化三个部类按社会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期记述，更好地突

出时代特色，此其五。新县志将以较强的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实用性，发挥其“资治、存史、教化"之作用。一 ， 一、

新编《阳新县志》，是上下左右通力合作的成果，是修志工

作者呕心沥血的结晶：借此，感谢上级领导部门的关切与支持，

感谢有关专家、学者的帮助与指导，感谢各战线、各部门的资助

与合作，感谢全体修志工作者的辛勤笔耕。一 i

。，．

0，’弗样；筘 ，’。1

∥．≮，_九九一年十_月

注：梁栋器同志为阳新县县长，兼阳新县志编委会主任。



例

一、本志取事，一般上限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下限截止1985

年底。有些门类作必要上溯；总述、大事记及各编综述通贯古今，以明事

物原委。
‘

二、本志纵跨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3个历史时期，采用“纪

纲志类，详近略远，综述历史，分陈事项”的编纂方法，以反映事物实质。

本县解放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应记述的事物，分类归入“新中国成立后"。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体裁有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等形式，以

志为主。先总述，次列大事记，再分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人物5编，33

个专志，后置附录。专志标题层次序号顺次为一、(一)、1、(1)。图表随

文附载；附件用[附]标明。

四、本志文字，使用标准简化汉字。公元年月日和数据用阿拉伯字。

五、本志一律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夹注旧纪年。同

一朝代纪年在同一门类第二次出现后不再加注。

六、本志行文，对某些过长的机构、会议、政治运动、文化名称，多用

简称。如中国共产党阳新县委员会，简称“中共阳新县委”；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简称“新

中国成立前(后)一。

七、本志记述地域范围，新中国成立前，以本县当时版图为据；新中

成立后，以现今版图为限。记述政区机关和地名，以当时名称为准。志

中“南乡一、“北乡’’，指富水以南、富水以北地区。

八、本志计量，新中国成立前，因袭历史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一般



采用法定计量单位；特殊情况用旧制。货币，新中国成立前，采用当时货

币单位；新中国成立后，统一采用新人民币。

九、本志未专设《人民生活》，其内容散见于经济、政治编综述和农

业、工业、城乡建设、人事、民政等有关门类。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档案、专著、旧志、宗谱和口碑资料，以及

县内各部门采编资料。文中不注明出处，仅在《附录》列出参阅资料要

目。数据，以统计局数据为准。统计局尚缺，使用业务部门数据。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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