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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宜昌地区简志》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 9 4 9年

到1 9 8 4年宜昌地区的基本情况。从收集资料到编纂成书，用了一

年多时间，地直各机关积极提供材料，参加本书编辑的同志日以继夜

伏案编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现在这本书终于同读者见面了。宅虽

然还不够完善，但却是一本此较系统地介绍宜昌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的

资料全书。

宜昌古称夷陵，自东汉以来，历代都在这里设置州(府)，现在

保存的文献当中，就有明朝编纂的《夷陵州志》和清朝编纂的《宜昌

府志》，从1 8 6 6年以来的一百多年没有修志。为了不使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光辉历史湮没无闻，故决定先编纂农宜昌地区简志》，以记

述三十五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宜昌地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记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各级领导

机关及有关部门提供本地区基本情况和历史借鉴I为各行各业的干部

了解有关专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研和生产建设提供基础资料，为

向广大荤众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当代和子

孙后代保存一笔文化遗产，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

务。



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调查研究宜昌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特别要

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各项工作的成功和失误、经验和教

训，弄清本地的优势和劣势，从而扬长避短，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坚

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

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把宜昌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推向前进o

砷’气t娟』



几’ 例’

．。 一、《宜昌地区简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

■ 二、本《简志》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宜昌地区囱然、社会诸方面的

纛j 历史和现状。意在为本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

冬·i。 学依据，为向人民荤众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
“

0， ．乡土教材；为各级领导和干部掌握本地情况，为关心宜昌的同志们、

．j朋友们了解宜昌的过去和现在，提供一种可供查考的资料全书。
· j} 三、从《宜昌府志》(清同治五年，1 8 6 6年)下限至1 9 4 8

牟，有八十二年倚未修志。本《简志》的时间断限，上起1 9 4 9年，

下至1 9 8 4年，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宜昌地区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

伟大成就和经验教训。为了便于此较，对1 9 4 9年以前的历史状况

， 也作了一些适当的回顾。 r
，

四、本《简意》篇目的确定，力求以符合科学性知时代特点为原

则，注意体现地方特点，按事物性质分类，横排纵写。根据内容分刷一

、． 运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结构形式和层次采用编、章、
。

?j 节、日。
。

五、本《简意》的内容，包括宜昌地区的地理、经济、政治、军
+

事、文化、社会、文物名胜、著名人物和大事记等10编5 6章2 o 1

“

留



节，同时还收录了地区所辖九县的概况，93万多字。另附地图15幅、

照片1 3 1张o -

六、本书除引文外，一律用语体文记述。

七、本书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简明扼要地对重大历吏事件进行概括，

力求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八、本书使用的统计数据，主要由宜昌地区行署统计局提供。

九、部分编、章的内容，间有交叉，但从各编、章的特点出发召

有侧重，采取参见的办法处理+。’

十、本书所附宜昌地区和各县行政区划图，系根据1 9 8 4年

1 o月宜昌地区行署民政局编印的资料和各县地名志绘制，各种专业

图由有关部门提供资料绘制。



概 述

宜昌地区位于湖北省西部，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搿上控巴蜀，下引荆襄劳。东与

荆州地区和荆门市毗连，西和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接壤，南邻湖南省石门县，北靠襄樊

市和神农架林区。宜昌地区行政公署辖宜昌、宜都、枝江、当阳、远安、兴山，秭归、长

阳，五峰九县。全区总面积为2l，17l平方公里，1984年底总人口为322．67万人。

(一)

宜昌古称夷陵，春秋战国时为楚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始置郡县，本

地区大部分属南郡。汉朝属荆州南郡，置夷陵(今宜昌)，夷道(今宜都)，枝江，当

阳，临沮(今远安)，秭归(今秭归、兴山)、裉山(今长阳，五峰)等县。梁设宜州，

北周改为峡州。其后，隋、唐，宋、元、明更迭，本地区建置也多有变动。至清雍正十三

年(1735)升夷陵州为宜昌府，惯五县二州s东湖(今宜昌)、兴山、巴东，长阳，长乐

(今五峰)，归州，鹤峰州。及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二十五年(1936)湖北省政府

先后在宜昌设立第九，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偾导的武装力量，在宜昌地区曾先后建立了湘

鄂边，荆当远和巴归兴根据地，在中共鄂西特委的惯导下，大多数县都建立了革命政权。

1948年8月中共江汉区委决定成立第四专员公署(亦称襄西专署)。1949年1月第四专员公

署改为当阳专署，同年5月在当阳成立宜昌专员公署。1949年7月16日宜昌解放，宜昌专署

机关从当阳迁至宜昌市。

(二)

宜昌地区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地处鄂西山地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地带。地势自西向东逐

级下降，海拔最高点2，427米(兴山县仙女山)，最低点35米(枝江县杨林湖)。境内山

地、丘陵和平原兼有。山地占总面积的69％，主要分布于兴山，秭归、长阳，五峰和宜昌县

的西部，丘陵占总面积的2l％，分布于中部的宜昌，当阳、远安，宜都等沿长江，清江和

沮漳河流域谷地两侧，平原占总面积的10％，集中在东部的枝江、当阳和宜昌，宜都沿长

江两岸，形成全区址平二丘七山"的地貌。东部平原肥沃的耕地，为人民提供了衣食之
源。广泛分布的高山峡谷，蕴藏着丰富的水能，矿产，森林和旅游资源。这些是宜昌地区

优越的自然条件。

，j宜昌地区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热量资源丰富，水分条件良好，由于山地

地貌条件的影响，造成了不少小气候环境，形成本地区春早，夏温、秋迟、冬暖，以及特

．1g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