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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新编<兴山县志>历经十余寒暑，数易其稿，终定卷册，可喜可贺。

。兴山地处鄂西，是汉明妃王昭君的故乡，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自三国吴景帝永安

三年设县，迄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勤劳智慧的兴山人民世世代代在这片热土上劳

作生息，创造出既体现民族共性又富有县域特色的悠久灿烂的物质文明和历史文化。

修志之举，始于明万历年间至清光绪十一年，成书四部，今存三部。清末以来，县志失

修已一百一十余年。其间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

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人民民主革命斗争。新中国诞生后，

兴山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团结一致、群策群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兴山付出了辛

勤劳动，贡献了聪明才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坚持党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从兴山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成功地走出了

一条具有兴山特色的“水电起步、矿产突破、林果特开花”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使干百

年来贫穷落后的山区小县展现出初步繁荣兴盛的景象。可谓百年沧桑，弹指巨变。

。为填补这百余年的史志空缺，县委、县政府于1984年决定成立兴山县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组织力量修编此段县志。十余年来，全县各有关单位通力协作，全体编纂人员

共同努力、广征博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潜心编研，竣稿一百一十余万言，终于完成

了这部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县志巨著。在此，我谨代表中共兴山县委、兴山县人民政

府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向热忱关心、指导和支持我县修志工作的省市领导、专家学

者及兄弟县市的修志同仁，向积极参与编修，付出了心血和才智的全体人员，致以深切

的谢意。 一

‘新编<兴山县志>剔繁撷要，融科学性、资料性、学术性为一体，采用篇、章、节、目框

架结构，记、志、传、图、表、录综合体式，集百年历史文化、奇丽自然风光、淳朴风土人

情、沧桑世事变迁于一书。它内容丰富、体例完备、编排新颖，是全面、系统、历史地了

解兴山、认识兴山的重要文献，是地方党政领导研究兴山、治理发展兴山的资政之鉴，

也是对全县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

新编<兴山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较为详尽地记载了百余年间境内自然与社会运行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记载

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党领导兴山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

突出地反映了劳动人民创造生产力，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光辉业绩；雄辩地证明了“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伟大真理。我们深信，在以江

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跨世纪的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兴山人民将

科学运用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加快实施“水电交通先行、矿产加工振兴、旅游流

通突破、高效多经富民”的新一轮县域经济发展战略，为把兴山建成水电大县、工业强

县、旅游名县、财政富县、山区明星县，谱写出更加壮丽的史篇。

县委书记

一九九七年仲秋于高阳
^



序

199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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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为指导，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法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真

实地记述兴山县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

务。 。

二、本志断限，上起1840年，对于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旧志未著录的史料作

了必要的追溯记述。下限断至1985年，对断限外个别重要史料收入附录。

三、本志体裁，采用篇章结构。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专志为主

体。详近略远，选用大量照片和示意图，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四、本志的篇目设置，按照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的实际情况，突出地方特色，全书

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专志分31篇，共计129章。

五、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记叙．寓观点于记事之中。概述有叙有议，大事记以时

系事，勾勒提要。

六、志中数据，采用县统计局资料，县统计局没有的数据，以主管部门的年度报表

数字为准。

七、地名和职官称谓，均按当时当地的正称为准。地名一律以<兴山县地名志>的

规范地名书写。

八、计量单位，沿用事件发生时的通用计量，一般不作换算。必要的比较与换算采’

用夹注。

九、纪年方法，晚清、民国沿用旧纪年，夹注公元年号；以1949年8月6日兴山解放

日划分解放前与解放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分建国前和建国后。

十、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入表人物以卒年为序排列；在世人物的突出

事迹以事系人入志。 ，

十一、本志所采用的资料，来自省、地、县档案馆和县直各单位的专业志，以及采访

的口碑资料。入志时均经过考订核实，重要的史料注明引自何处，一般的不注明出处。



概 述

兴山县在湖北省西部，位于长江西陵峡北侧，地处巫山山脉与荆山山脉之间。跨东经110。

25 7—111．067，北纬31．04 7—31．34 7，总面积2327平方公里。沿宜秭公路东行至宜昌地区行署

驻地宜昌市154公里，东南距湖北省人民政府驻地武汉市507公里；沿白峡公路南到秭归香溪

港36公里；沿209国道西行49公里进入巴东县；沿兴平公路北上32公里与神农架林区相通；

沿十兴公路向西北32公里进神农架林区；沿兴保公路向东北与保康相接。

兴山汉属南郡，三国吴景帝永安三年(260)析秭归北界置兴山县。因县治兴起于群山之中

而得名。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兴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之一。1949年

8月6日兴山解放，隶属湖北省宜昌地区行署。县辖高阳、峡口、南阳、古夫、黄粮坪、水月寺、高

岚七个镇，高桥、湘坪、平水、榛子、火石岭、建阳坪六个乡。252个村民委员会。7个居民委员

会，1327个村民小组，30个居民小组，共178833人。汉族占99．71％。

兴山属大巴山体系——神农架东南面及巫山山脉东北部隆起地段。地势由南向东、西、北

三方呈扇形逐级升高，构成高山、半高山、低山的立体地貌，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太阳幅

射量99万卡／平方厘米，气温17．1"C，无霜期262天，降水量1067毫米。由于地势高低差大，

灾害气候多样，高山、半高山多冰雹、秋涝、霜冻；低山多伏旱、秋旱、洪水等。兴山地质是多个

构造体系复合区，已查明矿藏有30多种，正在开发的有煤、磷、硫铁、铅锌、石灰石、石膏、硅、高

岭土等。森林覆盖率为45．8％，林间野生动物20多种；野生植物有1000多种，尤以中药材居

多。水能蕴藏量26．5万千瓦。柑桔是兴山一大特产，年均产量3235．8吨，夏橙、脐橙享有盛

名。茶叶产量204．49吨，还有核桃、木耳、香菌、中华弥猴桃等。兴山森林茂密，山水秀丽，高

岚风景区闻名国内外；还有龙门河国家森林公园，具有旅游开发前景。

兴山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也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这里山青水秀，地灵人杰。这

里是王昭君的故乡，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昭君自愿请行，远嫁匈奴，为民族团结和边疆的安宁

作出重要贡献；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来亨率众在这里坚持斗争十余年；近现代以来，有不少

志士仁人积极参加辛亥革命。他们有首义元勋高尚志，有辛亥首义志士孙绍箕、陈广安、贾也

洪、邢子文等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gP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巴兴归苏区，是贺龙

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之一，1928年建立了共产党兴山县委员会，刘子和任县委书记，刘子泉是

红军49师师长，潘兆麟是师政治部主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鄂西北军区二分区政委

张谦光、解放后第一任兴山县长许佑明等360多位革命先烈长眠在兴山土地上，他们的光辉业
绩和崇高品质永垂青史。 ／

b



兴山人民近百年来。在家乡这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勤劳耕耘，总盼望能过上衣食

温饱的生活。但是在晚清、民国时期，兴山经济处于封闭自给形态，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沿袭

广种薄收的旧习，单位面积产量徘徊在100斤左右。私人开发的小煤窑，用油灯照明，负篓外

运，仅能供民间作燃料。利用水力推动木车打浆造纸、碾土制陶，被视为先进工艺。行路难是

山区人民一大憾事，有的山路还需攀藤附葛才能上下，运输全靠人背、畜驮，香溪河是唯一通往

长江的航道，也只能通行载重2吨木船，下水要谨防触礁。上水全靠人力拉纤。1909年虽有修

筑川汉铁路之举，因帝国主义掠夺铁路主权，川汉人民反掠夺而终止。县境有14处集市。经营

萧条。农村教育仅有私塾，深山居民受教育者稀少。广大农民身负沉重赋税、地主租课和各类

徭役的压迫剥削，劳动一年所剩无几，只能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兴山是蜀、鄂、陕、豫陆路通道之捷径，过往军旅先后达35万多人，两

军相遇战火即开，兵燹不断，民财遭掠。商户被焚。市场萧条。1927年春。中国共产党兴山县特

别支部组成，同国民党县党部合作共事，发动民众进行国民革命教育，动员民众自卫御匪，市场

经济复苏。人民生活趋向安定之时，1929年蒋介石的反共魔爪伸向兴山，人民生灵涂炭，财产

被劫。各种反共的枪捐、团练捐、主付食捐等重重的压在人民头上，田地荒芜，人民在白色恐怖

下生活。． o

抗日战争开始，兴山籍旅汉、旅宜的商贾，陆续返回家园，市场经济趋向回升。1938年日

本侵略军进犯武汉，兴山难民云集，过境军队剧增。饮食服务行业遍布城乡要道。1940年宜

昌沦陷。兴山有“陪都锁钥”之称，是五、六两战区的通道，为适应军事需要，征集民夫修建巴柯

(巴东至柯家营)、峡雾(峡口至雾渡河)人行道，第26集团军总司令部驻防兴山。军队大砍树木

构筑阵地，修建营房，用于薪柴等，使香溪河两岸的森林遭到严重毁坏，本县人民为军运出动

1825万个民夫(日)，征集兵员7795人，为抗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抗日战争胜利后，政

府当局置战争创伤于不顾，人民得不到休养，被迫承受反共内战的灾难，物价飞涨，货币贬值，

商铺倒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

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依靠人民实行减租减息。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巩固了新生的

。人民政权，同时广泛组织群众进行大生产运动。1952年胜利结束了土地改革。全县有12992户

农民分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56年实现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所有制的

社会主义改造。调动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

30多年共改造和新建农田56660亩。城镇有了火力发电，开采煤炭、硫黄，以柴油机作动力的

粮油加工、印刷、农机修配也开始兴起，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农业生产经过推

广良种，改革耕作制度，提高复种指数，加强病虫害防治，施用化肥等科学实用技术。粮食产量



、

(四)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综观兴山36年来的变化，很多事业都是在这张“白纸”上绘出的新

图。但是。由于我们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缺乏思想准备。对兴山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状况认识不

足，兴山的发展几经曲折。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曾经犯过高指标、瞎指挥的错误。在错

误纠正后，1965年经济发展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前四年，本县经济回

落到1965年以前的水平。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后。兴山县党和政府认真地总结了兴山

县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全县上下对县情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中共兴山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

府向全县人民提出“水电起步，矿山突破，林果特开花”建设新兴山的战略设想，实施这个战略

仅仅几年，已初见成效。 +

尽管历经坎坷，社会总产值由1949年的1422万元增长到1985年8189万元。人民生活明

显提高。兴山县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是摆在人们面前铁一般的事实，从海外回乡探亲的

同胞也为兴山的变化叹为观止。但是。我们也清醒的看到，大山区自然环境较为一恶劣，灾害性

气候频率大，水土流失严重。耕地减少，有些传统土特产品产量尚未达到历史水平；工业基础薄

弱，资金短缺，支柱产业的经济效益还有相当的潜力，科技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交通运输

条件、市场信息等诸多制约因素。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的基本路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加强横向联合，励精图治。团结奋斗。具有“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兴山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把兴山建设成为繁荣

幸福的新兴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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