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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编纂《泸溪县志》，这是全县人民多年的夙愿，也是20多万泸溪人民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历经5年的艰苦奋斗努力，新修《泸溪县志》工作基

本结束。新的志书问世将与众见面，这实在是值得全县人民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作为一个泸溪人，我为家乡这一重大史料工程的竣工，一部崭新志书的完成，感

到由衷的高兴，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泸溪建县于隋末唐初，迄今已有1360多年了。在这历史的长河中，泸溪经

历了县城的搬迁，辖地的迭减，县名的更易，社会的变革，人事的演替，现在

已经迥然不同于旧时了。泸溪人民凭借自己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在这块土

地上耕耘、生活、斗争，创造出可歌可颂的光辉业绩，出现了叱咤风云的人物。

对于这些历史，我们有责任进行收集、整理、编纂，使其留给后人，世代相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民国时县政府也曾组织编写过《泸溪县续志》，因

经费拮据，未能刊行。其所载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土民情虽然简略，

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阶级的局限性，记

述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大量的反动阶级意识和封建糟粕。新中国建立后，60年

代初，县人民政府也曾组织专人将民国《续县志》古文译成白话文，油印30多

套，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文化大革命一的十年浩劫，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竟被当成封、资、修的遗物而付之一炬，至使千余年的历史无一系统完整的记

载。因此，抢救史料，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编纂出

一部具有思想性、史料性、科学性的新县志，已成为县人民政府面临的一项重

大的、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鉴于此，新修《泸溪县志》的工作才于1981年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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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正式开始。

为了不负众望，编纂出一部好县志，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存真求实，实事求

是，充分地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在具体工作上，

本着“详令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只作

扼要的记述，重点放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事实上，分门别类地记述全县政

治、经济、文化以及风土人情；志书在结构上，实行纵横结合、时类并举、横

分门类、纵向记述；在体裁上，采用记、志、传、录、图、表穿插，分体编纂；

在工作方法上，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统一领导，分线撰写，各修分志，尔

后汇总。为了加强领导，县成立修志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钱文栋、石远水

任副组长，张永安任办公室主任，并抽调人员，拨出专款，拟定纲目，开展工

作。

在编写志书过程中，得到省、州有关部门的及时指导，得到全县各部门、各

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许多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协助。值得提起的是县志办诸

同志日夜奋战，倾注了心血，付出了艰苦而辛勤的劳动。因此，新县志是成千

上万人共同劳动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谨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谢

意。 ·

祝泸溪县繁荣昌盛l

愿家乡人民幸福快乐! ．

李万清
1986年3月7日



．时逢盛世，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

泸溪历史上曾经纂修过四部县志，时至现在，那四部县志古籍原本，在本

县已荡然无存。
‘

，

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立的县政权已有40多年的历史，在政治、经济、文教、

科技等方面有了显著变化，取得了巨大成绩。各族人民迫切需要一部既贯通古

今、体例完备，又事迹确凿、各方面都有所记述的新县志，以便起到“存史、资

治、教化劳的作用‘。 ·

泸溪地处湘西，是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门户。境内有旧石器、新石器时期

的遗址；有。盘瓠辛女一开创人类的优美传说；有古代瑶、苗民南徙泸溪繁衍

生息的悲壮史诗}有各族人民高举义旗，奋起反抗封建王朝暴政的记载；有贺

龙部队于20年代初，在泸溪惩霸济贫、兴办教育，特别是1935年红二、六军

团长征时，在红土溪、浦市阻击国民党部队，发动闻名的“泸浦战役"的史迹；

有刘(IS承)邓(小平)大军进军大西南，在泸溪县城驻留期间，作出提早解

放重庆和西南全境的英明决策的史记，等等。这些有重大意义的事迹，在各族

人民中广为传颂。

1泸溪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开发前景喜人。境内已探明的矿藏资源有磷、铝、

钾、硫铁、金、铅锌矿和硅石、白云石、石灰石等45种，其中磷、铝储藏量居’

全省之首；三分离碾米机、黄磷、金属锰等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国，泸溪葡萄桐、

浦市铁骨猪分别被誉为全国优良桐种和全省地方良种；磷肥、碳铵、耐火材料、

铝锭、钢质船、盘瓠酒、鞭炮、皮件、桐油、茶油、柑桔、辣椒、板栗、陈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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枳壳、山苍子、五倍子、杜仲等工农业产品和名贵药材在州内、省内都是畅销

货。

近年，由于五强溪电站的兴建，县城将从武溪出口处沿沅水上溯9公里迁

至白沙。如今，按照新县城的宏伟规划，正高质量地搞好“三通一平一(通电、

水、路，平整基地)及白沙沅水大桥的建设，一个崭新的泸溪县城不久即将呈

现在人们面前。
’

编纂新的县志，始于80年代初李万清县长的组织发动。县委、县人大常委

会、县人民政府、县政协均发出通知、作出决议，随即成立县志办，总揽全县

修志工作，动员各部门编纂专业志。先后共集中120多名干部，积极投入这项

艰巨而重大的精神文明工程。历时十个春秋，经过李万清、刘良林、刘大章’』杨

元章等数届县长的努力，完成了县志初稿、再稿、三稿。经省、州、县两次开

会评议、评审，在我这届任期内，终于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泸溪历史上的一大

喜事，实现了我县各族人民的夙愿。

新编《泸溪县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实事求是地记述泸溪的史实。县志是一部百科全书，将

为资治政务，促进经济，繁荣文教与科技事业提供可靠的依据资料。藉以启迪

后人，振兴泸溪，促进改革开放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谱写出宏伟而绚

丽的新篇章。

县长杨家金
1992年7月25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准绳，详今略古，实事求是，反映全貌。

二、本志断限：上限起自隋末卢溪建县时(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以前

为卢溪县，以后改为三点水的泸溪县)，下限至1985年止。有极少内容则突破

上限，或超出下限至本志定稿时。

三、本志有述、记、志、传、图、表等体例，以志为主。除概述、大事记

外，设20篇，下分章、节、目等，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结合叙述。

四、历史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按历史各朝代年号纪年，但用括号

夹注公元纪年。新中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

五、人物篇，坚持“生不立传一。入传人物以本籍为主，选择在县内曾推动

社会前进有贡献者、或阻障历史发展有影响者，加以记述。入传人物按卒年先

后排列。

六、本志史料，除取自府(辰州)、县旧志外，采用1962年版《湖南省

志》第一、二卷有关部份，同时博采于各级档案馆藏，广征于民间石刻碑记、口

头资料等。各种数据，以县统计局数据为主，并参考档案局、区划办及各部门

所写的分志、专志资料，经过核实后的准确数字。县内各分志稿所载数据与本

志有出入者，以本志为准。
’

七、本志所载地名，以历史发生时的地名记述。括号内加注今名。如“垢

。喇岩乃(今为解放岩)，。四都坪’’(今为兴隆场)。

八、计量单位，按历史事物发生时通用的计量单位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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