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
Culture Project of Local Records of China's Famous Towns 

三阳镇志
LOCALRECO尺DS OF SANYANG 

湖北省京山县三阳镇志编篡委员会 编

一4L血A

~lìrlll 

、iit!!Oι.~ l :m: 



中国名 镇志文化工程
Culture Project of Local Records of China's Famous Towns 

三阳镇志
LOCAL RECORDS OF SANYANG 

湖北省京山县三阳镇志编察委员会 编

@烹;杰克c先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兰阳镇志/湖北省京山县气阳句:忐编篡委hi

会编一北京·方志出版社， 2016.2 

(小同名镇忐丛书)

rSBN 978-7-5 144- 1866-8 

1. ①三…[J. ①湖… 阻 ①乡镇一地方dι- 京山县

IV. ( K296.35 

中同版本图书馆 CJP 数据核字 ( 20 1 5 )第 295 1 58 号

· 中国名镇志丛书 ·

三阳镇志

编 者: 湖北省京山县=: 1桐镇忐编篡委员会

责任编辑: 章瑾

出版人: 冀祥德

出版者: 方志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9 号(国家方志馆 4 层 )

邮编 100021 

网址 hllp://www.fzph.org 

发 行: 方志出版社发行中心

电话 (0 10) 67 11 0500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纺印阁文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巾科印刷有限公叫

开本: 787x 1092 1/16 

印张: 25.75 

字 数: 463 千字

版 次: 20 1 6 年 2 月第 l 版 20 1 6 年 2 月第 l 次印刷

ISBN 978-7-5 144- 1866-8 定价: 1 5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专家委员会

名誉主任 徐匡迪

主 任 王伟光

常务副主任 李培林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毛其智叶裕民李铁李善同

杨保军柳拯倪鹏飞魏后凯

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

主任 李士吉林

副主任 赵芮冀祥德邱新立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伟平王晖王铁鹏巴兆样

田嘉苏炎灶李江李孝聪

张大伟张英聘陈泽也陈强

黄晓勇



~) 

中国名镇志丛书编篡委员会

主任 李培林

副主任 赵芮冀样德刘玉宏邱新立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小彬王铁鹏王锦春毛志华

文坤斗方未艾归然冯志农

朱文根任玉华刘和呜刘爱军

负有强苏长伟杨洪进李云鹤

李茂盛李虎李秋洪汪德军

易介南周焕强胡满达洪民荣

高煌梅宏隋岩温捷香

管仁富廖运建樊文忠潘捷军

中国名镇志丛书编篡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冀祥德

副主任 邱新立

成员 陈旭李江王丹林陈菁

刘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阳镇志》顾问、 编审

顾 问 司念堂卢申诗陈方柱

编 审 张静李甫清王树富章瑾

阳镇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主任 祝君

副主任 田斯琴万明夏红霞

委员 王烈王必成童华利徐卫平

苏钊陈发贵刘伯华杨新

赵兴成曾凡成熊娜萧春华

办公室主任 刘伯华(兼)

编篡人员

主 编 祝君

副主编 田斯琴万明王烈

执行主编 刘伯华

编 辑 萧春华郑文芳秦守华吕辉

熊学斌章征

摄 影 陈法高刘世忠蒋元雄熊娜

校 对 杨新熊娜章诚万贵协|

学术顾问 李江



序

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为传承中华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焕发勃勃生机，展现

新的活力，成为保存、继承、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依托，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重要载体，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中前进。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30 余年的发展，中国特色地方志

事业与传统的编修地方志已不可同日而语，形成了志(志书)、鉴(年鉴)、库(地情

数据库)、馆(方志馆)、网(地情网站) 、 刊(期刊)、会(学会)、研(理论研究)、

用(开发利用)等多业并举的新格局。 截至 2015 年 10 月底，全国编篡完成首轮、二

轮省 、 市、县志书 8000 多种，编修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乡镇村志 27000 多种，

编篡地方综合年鉴 2300 多种，累计整理旧志 2500 多种，还编篡出版了大量的地情书，

字数以百亿计，形成以反映国情、地情为主要内容，全面系统、持续不断、卷!跌浩繁

的社会科学成果群。 另外，还开通了 27 个省级网站、 230 个市级网站、 816 个县级网

站;建成国家方志馆 1 个、省级方志馆 16个、市级方志馆 86个、县级方志馆近 300个。

这些成果，成为国家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最近几年，地方志工作的触角在不断延伸，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特色志、乡

镇村志编篡方兴未艾，成为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的增长点和亮点。 特别是乡镇志，兴

起了编篡热潮，从自发的民间行为逐渐过技为政府组织的文化行为，有的省份以政府令

形式将其纳入地方志编修范畴，像河南省还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要求全省普修乡镇志。



悔

乡镇志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据现有资料可考，宋代常棠所撰《撒水志》是现存最早的

一部乡镇志。 与省、市、县芝级志书相比，乡镇志虽属小志，但意义却不小，特别是在

当前国家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乡镇志的作用更显重要。

启动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是适应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形势发展需要，适应地方志

事业发展形势需要的重要举措，也在于充分发挥地方志的存史、资政、教化功能。 作为

最基层的行政组织，镇志是最接近中同丰十会发展变迁的罔情、地情记录文本，具有重要

的历史文献价值。 而作为充分反映本区域向然、政治、经济、文化和杜会的历史与现状

的资料性文献，镇志又能全面展示发展脉络，摸索发展经验，为探索中罔乡镇未来发展

方向提供借鉴和参考。 当然，对于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同人来说，故乡就是一个

魂牵梦萦的地方，故乡的情怀终生难忘。 留得住乡愁，记得住乡思，充分展示名镇文化

魅力，激发爱乡、爱国情怀，正是中同名镇志文化工程题巾应有之义。

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王伟光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

201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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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史，邑有志巾同自芮就有注重编史修志的传统。 按照我同目前地方志行

政法规，同家各级地方忐机构的法定职友是编篡省、市、县芝级志书，并不包括县以下

的乡镇志和村志。 这种规定， 一方面可能因为全国有数百万自然村落和数万乡镇，全部

实行官修很难实现;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我同历史上就有"皇权止于县"的说法，县以下

的民间杜会历来是一个以自治为主的领域。 然而， 1攻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社会正在发

生巨变，这种巨变在基}云社会的乡镇、村y客、家庭领域更为深刻。 作为"乡之首，城之

尾"的慎，逐渐被日益崛起的大都市淹没了光影，村落在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每天都在

大量消失，农村家庭的小型化 、 空巢化趋势非常突出 。 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在思考，

如何留得住历史文化记忆和乡愁，如何把修志的t作向基层社会延伸?

中同人的"家同情怀是从 "1成意、正心、修身"开始，到实现"齐家、治国、

平天下" 所以从同家一统，ι、省市县二级忐，到乡镇Jι 、村志 、 家谱，也是一个完整

的系统。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决定们动巾同名慎志文化 E程。 乡镇是无数中同人生命的

底色和成长的摇篮。 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罔得住乡愁，记得住乡音，忘不了乡思，事

关城镇化进程的人文关怀和l文化保护，事关文化lÍll脉的传承。 同时，科学记录城镇化进

程，反映城镇化成就，也为今后探索城句:化发展规律、积累经验提供 f基本素材。 作为

全面系统记述一定行政区域的自然、政治 、 经济、文化和杜会的资料性文献，志书是以

上功能最好的载体。

我同口iÎÎJ有 4 万多个乡镇，全部修乡镇志还不具备条件。 中同~镇志丛书选择的是

传统文化名镇、历史军 'JI重惧、革命历史名镇、民族特色名镇、特色经济名镇、旅游景

观名镇等类堪的乡镇，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罔乡镇文化传承和杜会发展中具有标



杆意义。

编篡中国名镇志丛书是对乡土历史文化的保护。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有不少乡镇

被撤井，有些还是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化名镇、特色镇等。 如不及时对其历史

进行整理、记录，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将散供殆尽。 因此，中国名镇志丛书的编篡是对

宝贵历史资料的抢救。

编篡中国名镇志丛书是对乡土意识的传承。 什么东西有魅力? 故乡的山水，乡音乡

情的记忆，乡土的气息和家乡菜的味道，不管走到哪里，总是触动心弦。 中国名镇志丛

书记录的是家乡的山山水水，家乡的历史文化，家乡的风土人情，留住的是乡愁。 这些

最能激发远方游子和本地民众的爱乡情怀、爱国情怀。

编篡中国名镇志丛书是一种学术探索。 镇志的编篡，实质也是一次深入的社会调查

研究。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相比省市县，乡镇第一手资料的获得需要付出更大的努

力 。 我们也希望在志书编篡上有所创新，使中国名镇志丛书成为一套图文并茂、雅俗共

赏的新型志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李培林

2016 年 2 月



中国名镇志丛书凡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全面、客观、系统记述我国城镇化进程和改革开放

成果，传承和抢救乡土历史文化，留住乡愁，为探索中国特色

新型城镇化发展经验、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提供历史智慧和现

实借鉴。

二、 记述上限追溯至事物发端，下限至启动名镇志编修年

份。 详今明古， 着重反映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重点体现各镇

的"名"与"特" 。

三、各镇志叙事区域范围为现有行政区域，以及其他历史

上属于该镇的行政区域 ， 适当增加横向对比、联系等内容。

四、采用纲目体，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述而不论。 体裁

运用适当创新，篇目设置不求面面俱到， 一般意义上的乡镇级

内容略去不载。

五、综合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各种体裁 ，

以志体为主。

六、使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文字力求朴实、严谨、

简洁 、 流畅 、 优美，增强可读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七、各项数据一般采用国家统计部门数据。 数据缺乏的，

采用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正式提供的数据。

八、只收录具有存史价值和名镇特色的图片，版面图文

并茂。

九、民国前使用朝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年份，同一朝代

年号在同一条目中只在首次出现括注。 民国后使用公元纪年。

本志 x x 年代凡未加世纪者，均指 20 世纪的年代。

十、记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派、机构、职务、地名等，均

以当时的名称为准。 对频繁使用的名称，首次用全称，其后用

简称。 "新中国成立前" "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日 1949 年 10 月 l 日为界解放前" "解放后"以该镇解放日

为界。

十一、人物部类遵循"生不立传"原则，人物传主按生年

排序，只选录对本镇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不面面俱到。

十二、为节省篇幅，避免重复，本志采用条目互见法。 参

见条目的表示形式为:参见本志 x x 类目. x x 分目. x x 

条目" 。

十三、对旧志、古籍中的繁体字、冷僻字一般用简化字或

通用字替换，易引起误解的则保留 。

十四、数字标点遵循国家标准出版规定， GB!r 15834-

2011 {标点符号用法~， GB厅 15835 -2011 {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

十五、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 1984 年 2 月发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考虑到社会使用习惯，全书中亩不统

一换算。

十六、各镇志需要独自说明的事项，均在各自编篡始末中

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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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秋沙鸭 寸草心乡村环保促进会 提供

寿带 陈有军摄 寸草心乡村环保促进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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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田园 陈法高摄

三阳镇街景 陈法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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