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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应城地处鄂中丘陵与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居于武汉、襄樊、荆沙大三角经

济区域的中心。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虽百里之邑，山川钟秀，物产

富饶，素有膏盐之利，向称鱼米之乡。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有人

类在此繁衍生息。自南朝·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置县，迄今已一千

五百余年，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代代相继，延绵不断。应城修志始于

明，然经明季兵燹，旧志无存i至于清，历康熙、雍正，嘉庆，咸丰，光绪二百余

年，凡修六次，其成稿者有五，而付梓者仅只三部。最后一部成书于光绪八年

(1882年)，距今已逾百年。此百余年间，正是我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

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前仆后继，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建立后，应城人民发扬

光荣的革命传统，同心协力，和衷共济，发展工农业生产，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

设，共同经历了探索的艰辛。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政

治清明，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各项建设成就显著，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出现了

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值此盛世修志之会，党委、政府，肩负时代之使命，根据

人民的愿望，决定编修社会主义新县志，以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于是组

建机构，调配人员，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广泛搜集资料，拟订篇目，分类编纂，殚

精竭虑，集思广益。历时八载，六易其稿，凝百人之心血，成千秋之鸿著。鉴古

知今，彰往昭来。上慰先烈于九泉，下垂典范于后昆。

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应城撤县建市，结束了历经1532年的县政体制，

开辟了城市建制的历史新纪元。新志书上继《光绪应城志》，下限断至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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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断限正与市县建制变更相吻合，故仍定名《应城县志》。全志设概述、大

事记及专志25卷，120余万言，详实反映了应城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情风俗各

个方面的兴衰演变及其发展轨迹，集县情于一志，寓褒贬于叙事，优劣同记，得

失互见。不仅是一部具有资料性，知识性，权威性的地方文献著述，有助于广

大读者对应城历史与现状、自然与社会、人文与经济的全面了解；而且还是一

部信史，可作为教育人民热爱家乡、激发爱国热忱的乡土教材；更有利于施政

者借鉴历史经验，扬长避短，开拓前进。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将是巨大的。

．．新编《应城县志》问世，实为我市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

所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令人感奋。欣然命笔，是为序。

r

应城市市长赵汝望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全会

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等组成，辅以图，表和照片。概述，综叙县情，总

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记叙大事、要事；专志，横列门类，纵述历史；人物，设传，录、表；

附录，收录某些单项性的重要资料。全志除卷首及附录外，共设25卷。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

动，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专志。

三，本志相对断限：上限为清·光绪八年(1882年)，建置沿革及重大历史事件，上溯至古

代；下限止于1985年。个别事件，在1985年前发生而在断限后有结果的，适当下延，以保持

史实的完整性。 ·

四、本志虚拟章节，实写条目。每卷设章，节，目，子目4个层次，章，节，目用汉字标明序

号，标题各占一行；子目(条目)用黑体字书写，置于段首。有部分节，直领子目。_，’

五，各卷之首，多冠以无题概述，简要记述事业兴衰起伏，以统领全卷。

六、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均

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七，历史纪年：本县解放以前，均用IEl纪年。清代及清代以前的纪年以汉字书写，夹注公

元纪年；民国时期纪年以阿拉伯字书写，每一目第一次出现时，夹注公元纪年，在同一目中再

次出现，夹注从略。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解放前，后”，系指1949年3月23日前、后；

、“建国前，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前、后。

八，名称运用：政区、机关，单位，地名，均用当时的名称。除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外，余用

简称。
～

九、数据使用：一般以县统计部门的数据为主，统计部门所缺的，则采用有关单位的数据；

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均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所用数据，均含省，地，军队

在县企业。整数以后，保留两位小数。

十，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

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字，几分之几用汉字。
’

十一、度量衡表述，依照历史制度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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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名次排列以生年为序。

十三，本志史料，来源于各档案馆、图书馆，正史，旧志，报刊，杂志，专著和家谱，以及有关

人士的口碑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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