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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汉JIl县志》即将问世，县志编纂委员会曾嘱我作序，浏览志稿，匆匆

寄语，以资致贺。

新编县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融史地风物为一体，

荟图表志传于一集，披沙拣金，略古详今，为我们认识县情，明确使命，继承传

统，开拓未来，提供了翔实的历史借鉴和决策依据。值此，谨向悉心编纂县志

的同志们表示衷心谢忱!’ 。

．

’新编县志纵贯古今，横及百科，真实地再现了我县的悠久历史。据南河乌

龟山等遗址出土的文物考证，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有人类繁衍栖息在汉川大

地。并在三千多年前就掌握了稻谷生产技术。汉川于南北朝北周保定元年置

县，先后三易县名，宋太平兴国二年，以汉水流经县境，遂定名汉川，迄今已

1400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汉川人民辛勤耕耘，代代相承，勇敢地搏击在汉

江两岸，建设着自己的文明。特别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历史记录了汉川人民的

光辉业绩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辛亥武昌首义，汉川革命党人梁钟汉等首先起

兵响应；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李先念、贺龙、陈少敏等曾在此浴

血奋战；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了王平章、何羽道、魏人镜、徐全直

等一代英豪。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血染j刁汉，魂系泐

山’，．他们的光辉业绩照耀史册，泽及后代。建国42年来，汉川经历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几十万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彻底改变了

旧社会“江河横溢，人畜漂溺刀的悲惨状况，柴山草湖变成了涌银堆金的良田。

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踏着开拓

进取的鼓点，加快前进的步伐，抓住省实施沿江发展战略和重点工程汉川电厂

建设的机遇，利用邻近武汉的地理优势发展城郊型经济，利用平原湖区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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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势因地制宜地发展区域性经济。农业初步建成商品粮、优质棉和商品鱼、出

猪、速生丰产用材林等生产基地；工业开始形成轻工、纺织、机电、化工、医

、建材、农副产品加工等支柱行业和产品系列；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逐

加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广播电视事业开始长足进步。

观古鉴今，逝者如斯，展望未来，任重道远。20世纪90年代，是社会主义

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深化

革，扩大开放，立足科教兴县，稳农兴工，富民富县。我深信，在党的领导下，

具有光荣传统的汉川人民，一定能够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把伟大的社会主义

事业推向新的里程，在汉川的历史上谱写出更新更美的篇章!

铉爻永
、

1991年6月

注：魏文和系中共汉川县委书记。



虔 一
／、J’ 一

新编《汉川县志》，几历寒暑，数易其稿，现终于完成总纂。编委嘱我作序，

特提笔志贺。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本县从明代中叶到解放初期，共编

修地方志13次，其中成稿10部，成书刊印3部，现仅存乾隆《汉川县志稿》(手

抄残本)、同治《汉川县志》、光绪《汉川图记征实》及1959年编修的《汉川县简

志》等4部，余皆失散殆尽。现存志书(稿)，虽由于历史的局限存在一些糟粕，

但毕竟在建置、疆界、城池、职官、选举、学校、堤防、灾异、田赋、兵事、物产、风

情等方面辑录了不少翔实的史料，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

汉川地处要冲，历来为兵家瞩目。周有吴师伐楚，楚令尹子常渡汉水列

阵，在小别(今甑山)至大别(今汉阳龟山)一带设防阻击；北周陈将樊毅，为据．

甑山，战漳口(今张池口)、二河(今田二河)；南宋时，金完颜入侵南河渡，为乡

民党仲升、赵观率众击败；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率部两度攻陷刘家隔；

清咸丰年间，太平军三破汉川城。本县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还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武昌起义时，汉川首先响应，并成立军政分府，与武昌军政府相呼应，

为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民国作出了贡献；土地革命时期，汉川是湘鄂

西苏维埃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陶铸、陈少敏、顾大椿

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进入沼汊湖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五师和鄂豫边

区可靠后方。汉川人民在历次革命斗争中，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

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浴血奋战，有数千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全县人民团结奋斗，重振乾坤，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开创了新的

局面，推动了历史前进。所有这些伟大业蒴，理当载入史册，发扬光大。

)砂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序 二

(<汉川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体现时代特点和本

县特色，注意了详今略古，详独略同，是一项横及百科的系统工程，全面反映了

本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民情风俗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是激励今

人，启发后人的宝贵乡土教材，对本县各级领导了解汉川、认识汉川有着“前有

所稽，后有所鉴’’的重要作用。

新编的《汉川县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各界人士亲

切关怀、行家里手热情指教、省地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全体修志人员更是群策

群力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愿全县人民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从(<汉川县志》中总结经验，吸

取教训，励精图治，创造更大成绩，谱写壮丽新篇。

注：周学伟系原任中共汉川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同狮
1989年6月



科全书”，是服务地方施政、经济建设、科学研究、乡土教育的宝贵资料。古人

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力。编修社会主义的新方志乃

是延续历史，服务“四化一，造福后代的一项大事。

汉川山川秀丽，物产丰富，民风朴实，人才辈出。新编《汉川县志》，本着纵

贯古今，横及百科，详独略同，详今略古的原则，搜集了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大

量资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租取精，去伪存真，实事

求是地记述了汉川人民世世代代劳动斗争换来的成果，流血流汗创造的文明，

特别是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立下的丰功伟绩。基本上做到观点正确，资

料翔实，结构合理，体例得当，体现了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尤其是解放后的

史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充分反映

了汉川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如实记载了我们工作的胜利和曲折，以利于总结经

验，接受教训，乘胜前进。

我们身在汉川，肩负建设汉川、振兴汉川的重任，不仅要认识汉川的今天， ．

而且要了解汉川的昨天，因此必须重视新编《汉川县志>)的研究和运用，让新编

《汉川县志>)为汉川在江汉平原崛起发挥应有的作用。

1991年6月

注：张开源系中共汉川县委副书记，汉川县人民政府县长。



序 四

年前，汉川县志办公室的同志来京，走访在京的汉川老人，为编写《汉川县

志》搜集资料，要我题字作序。我是汉川人，当义不容辞。 ．

少年时，我曾在县城北街甑山书院旧址肄业，当时书院南侧，有一高大过

街石牌坊，上书“五星耀汉刀四个大字，据旧志记载为明万历十年至十九年问中

举的五位举人所立，多年来被人们视为“人杰地灵力的象征。今天这一牌坊已

不可见，但新编(<汉川县志》却为我县子孙后代留下了“众星耀汉力的丰碑l

从辛亥武昌起义汉川的志士首先响应建立民国起，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

产党诞生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汉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谋求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翻身解放，经历了大革命战争、土地革

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汉川出现了许多革命人

物，直接领导汉川人民与反动派作艰难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的

在战场上前仆后继，英勇牺牲；有的在敌人刑场上视死如归，慷慨就义；有的

在革命岁月里呕心沥血，献出了青春。他们为人民事业作出了贡献，建立了不

朽的功勋。

1949年，汉川人民获得了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解放30余年来，汉川

县委、县政府领导人民兴利除弊、发展生产，成绩斐然。随着府河改道、i刁汊湖

治理、汉江堤加固、泵站修建等水利建设的深入开展，使全境早涝无忧，在旧中

国汉川经常出现的“漫堤溃口，庐舍为墟力的悲惨情景，已一去不复返；全县公

路干线密如蛛网，桥梁涵洞遍地连通，许多乡村改变以往的闭塞状况，物畅其

流，交通便利；工农业发展速度空前，农副产品增长，集市贸易相应发展，人民

生活已得到温饱；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全县中小学校比解放前增加了几十倍，

人才辈出，桃李芬芳。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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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可说是田园无限美，河山分外，娇。

军训部顾问。

纠裼璃
1986年元月于北京



尼 例

凡 例 1

(一)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汉川县的历史与现状。

(二) 本志取事，立足当代，详今略古，上限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下限为1985年。

为保持史实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小部分内容作必要的上溯或下延；《大事记》写到本志定稿搁

笔。

(---) 本志记述依事分类，不受机构隶属关系限制。

(四) 本志体例取“横排竖写”与“纵述历史，横陈现状”结合，政治部类全部采用“纵述历

史，横陈现状”。
‘

‘

CK) 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各朝代均夹注历史年份；民国时期，只在每编第一次

出现纪年时夹注。解放后系指1949年5月汉川全境解放以后。

(六) 本志《人物》编分人物传，人物录、烈士英名表3个层次，均不载生人，按卒年先后排

列。

(七) 本志计量单位，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少数无法换算的历史计量单

位则保持原计量单位。

(八) 本志解放后的数据，主要采用本县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部分采用有关

单位的数据。

(九) 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编，分别记入《大事记》和有关编。

(十) 本志数字书写，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记述，产品型号用英文，《民情风俗·方言》中注音用国际音标，其余一律用

汉字。

(十一) 本志资料大部分采自国家，省、县档案馆及本县各部门所编资料，为节省篇幅，不

一一注明出处。

(t--) 本志地名记述，按当时名称书写，必要时夹注今名。
’

(十三) 本志对旧人民币的数量记载，为便于统一计算，均折合成新人民币记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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