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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石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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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分册刊行面世，这是一

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o
7

这套丛书，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民族到

文化，．从人物到风貌，从历史到现实，多侧面，多角度、

多层次地勾勒出了我州概貌，。其中，有兴有衰，有起有伏，

有成功，有失败，有顺利，有挫折。所记述的各族人民共
同创造的历史，如幅幅画卷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古

．人云：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加。这套丛书，亦是一面

古镜，使我们从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中把握其兴替，探索

其规律，吸取其教益，并进而获得资治的依据，化为前进

． 的力量。一卷志书在手，州情昭然若揭。对州情了解得越

具体越真切，我们治穷兴州工作就会更加实在，更加充满

必胜的信心。
’ ’

．这是一套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具有崭新的风貌，独具

的特色：我州从明武宗正德年间起至民国初期止，共纂修

了府志，厅志，县志，卫志等约30余部。作为历史的纪

录，．．这些旧志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今仍有参考借鉴
的价值。’然而它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无处不深深烙上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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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的印记。在历史条件局限下，编纂者不可能不抱有

阶级的偏见，也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事物的本来面目

及其发展轨迹，因为他们编纂地方志的目的乃是为了维护
统治阶级的利益。’我们今日修志，其目的性与馏时代迥然

不同，即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请大家读读

州恙丛书就明白了。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

是的原则，略古详今，略同详独，注重体现时代特色和民

族特色；资料较为翔实，体例颇为新颖；可为我州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较系统的有科学依据的基本情况，可用

以向各族人民进行州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
育，革命传统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可积累和保存地方文

献。海内外一切关心湘西自治州建设的人士也能够由此增

进对自治州的认识和了解。新编的州志丛书，绝不是旧志

的续篇，也不是现有档案资料的简单摘录和汇集；而是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认真研讨、撰写，总纂

而成的严谨朴实的资料性著述。我们相信，这套丛书对于我

州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将会

与日俱增；不仅服务当代，而且惠及后世。
。

“几年的实践证明，编修方志，绝非易事。资料难找，

经费拮据，经验不足。真可谓难度很大，步履艰辛。广大

修志工作者在困难面前并没有畏缩，而是艰苦奋斗，默默奉

献。经过广征博采，加工整理，考核校正，精心总纂，字斟
句酌，反复磋磨，数易寒暑，几经修改，终于写成1000万字

系列的综合性著作，殊为一大贡献。州志丛书的出版，是

金体修志工作者在,21{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条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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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辛勤劳动创造的成
果。字字句句皆蘸汗，节节章章总关情。欣值出版之际，

让我代表州委，州政府和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向丛书的编
纂者，采访者和参与者致以衷心的谢意l

丛书的出版，并不意味修志工作便告结束，而是应当
。 以此作为良好的开端，把修志工作更加扎实地开展下去。

我们要认真地总结过来几年的实践经验，肯定成绩，看到
不足；要进一步开展方志理论特别是民族方志学的研究，

提高编纂水平J要积极利用已收集整理的资料提供州情咨

询服务，要努力创造条件，采用一些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储

存资料，为下届修志打下坚实的基础。任重道远，仍须继

续努力。 搿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

这套丛书的出版，虽经过多次修改、评议，审定，但
， 疏漏之处，不足之处，甚至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望方志

界专家，同仁与广大读者不吝指教。我们将在总纂《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时加以补正，以臻完善。
。 让我们遵循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彦的基本路

线，同心同德，踏实工作，、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民族

：‘经济发展，为建设一个文明、昌盛的湘西自治州而努力奋
斗。

’

谨以为序
一 199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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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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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已成书。创修的湘西州《烟草志))，经过编修

人员近两年的辛勤耕耘，广征博采，三易其稿，辑成具有地方特

色、民族特色，严谨，朴实，科学的资料书，是■部难得的地方

性部门专业志。它可以纵观湘西州烟草事业的兴衰起伏，吸取经

验教训，借古鉴今，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繁荣事业，振兴湘西

民族经济。
“

据史料记载，湘西烟草生产有400多年种植历史，清代凤凰

晒烟已闻名中外。新中国成立后生产不断发展，特别足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烟草生产发展很快，已成为湘西州经济开发骨干

项目和湖南烟叶生产主产区之一。 ＼

在烟叶生产的带动下，自治州的卷烟工业随之兴起，反过来

以卷烟的税利又扶持了烟叶生产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基本形成了

良性循环。其中有很好的经验，但仍存在·些问题，关键是质量

问题。低档卷烟走俏不畅，高档次卷烟供不应求，所产优质烟叶

不敷生产甲级卷烟之所需。必须以市场为导向，采取有效措施，

大力发展优质烟叶生产，为扩大甲级卷烟生产创造条件，同时为

烟农增加收入。在卷烟生产中，也要提高质量，争刨名牌。如此，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愿广大读者，特别是烟草行业的同志们以志为鉴，再展宏图，

为促进烟草事业的发展，为湘西州各族人民早日脱贫致富，取得

更加光辉的成绩。

1992年6月10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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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西拳宴治翌．烟兰专卖，局长张书华
· 湘西自治州烟草公司经理

。

编纂烟草志，不仅是烟草系统史无前例的创新，又是我国地

方志发展的刨举。它对继承历史传统，造福千秋万代，具有深远

的意义。

志史，源远流长·我国地方志孕育于汉晋、成型于两宋，发

展于元明，昌盛于清。及至当代，发展更广，达到空前高涨之境

地。
’

有鉴于此，湘西州烟草系统的修志在国家局，湖南省局的统

一部署下，州局正式成立烟草志编纂办公室，彭南哨任主任兼主

编，后增调彭图安，彭继凤为采编。通过制订篇目，内查外调，

广征博采，．精心编纂，严格审查，历经两年余，终成志稿。全志

共7章28节24万余字。它记述了从公元1575年至1990年共400多

年的烟草发展历史。编纂中坚持“志为信史，存真求实弦，详近

略远，详今略古”的原则，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趣味性

子一体，寓褒贬誉毁于史料之中，运用记，述，志、图，表，录

等多种体裁，记述了湘西烟草发展的兴衰起伏的全过程，显示了

志书矗资治，教化、存史黟的多种功能，达到了“观点正确，史

、料翔实，体例得当，特点突出，文笔流畅移的标准和要求。

但是，由于历代统治者，亦坚持“寓禁于征，以税代管打的

政策，烟草业备受歧视，以致在编纂中难免有断线缺项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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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一，“以古为镜，可以

知兴替移。望我烟草系统同仁认真阅读，从中吸取教益，增长才

干，为我州烟草大业再展宏图。

199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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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烟草志))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之一， {

以马歹Ⅱ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湘西州烟草事

业的发生，发展，现状及其对地方民族经济的作用。

=、记述断限上断不齐，一般上溯各事物的发端，下限为

1990年。

三，全志结构按概述，烟草专业，大事年表，附录4大类7

章28节编排。大事年表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专业部

分按章节体编排，遵循以事归类，横排纵写原则j以时为经，以事

为纬，突出民族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

四、按因事系人的原则，对在发展自治州烟草事业工作中作

出突出成绩的人物，将其事迹分别记入有关章节。对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均列表录名。

五、历史的纪年、地名，机构、职务等，均依历史习惯称呼。

历史纪年，先书朝代年号，再注明公元纪年。在一节中连续出现

的相近年代，不再加注公元纪年。地名注明今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首次出现冠以全称，以后简称新中国，直书公元纪年。

六、计量单位，一律保持原貌，新资料一般采用规范的计量

单位。

七、各项数据均采用州统计局数据，统计局缺少的，采用有

关单位统计数据。

八、入志资料来自档案，报刊和专著，部分为当事人的口砗

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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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姗地处湖南西北部，位于北纬27。447～

29。477，东经109。107～110。557之间。东邻常德，南连怀化，西接

贵州省铜仁，北毗湖北省鄂西，南北长240公里，东西宽170公里， ”

总土地面积21356．3平方公里，1988年人口为301．79万人，有土家、

苗，白、回，藏，瑶、蒙古，汉等25个民族，其中：土家族121．89

万人，占总入口40．39％，苗族71．26万人，占23．61％，白族9．38

万人，占3．1％，其他少数民族1．07万人，占0．36％，汉族98．25

万人，占32．54％，农村人口268．58万人，占88．99％，城镇人口

33．22万人，占11．01％。原辖吉首、大庸2市与泸溪，凤凰、花

垣，保靖、古丈，永顺，桑植，龙山8县。1989年大庸，桑植戈Ij

出，现辖l市7县。1990年全州人口为230万。

湘西州处于全国地势第二阶梯·西部与云贵高原毗连，北部

与鄂西山地交颈，东南以雪峰山为屏障，武陵山脉蜿蜒于内，以

中山和中山台地为主，间以小型盆地，青山环抱，土地肥沃。山

地约占全州总面积的82．1％，平坝占4．1％。全州大部分地区海拔

在800--'1200米之间，最高点位于龙山，桑植交界的斗篷山，海

拔1890．4米，最低点是泸溪县的武溪镇，海拔97．1米。州境气候

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量、气温，日照以及土壤都适应烟

草的生长。

湘西州是湖南省最早种植烟草的地区之一·据明万历八年

(1580)吴一本撰写的第一部《泸溪县志》载l明万历五年

(1577)前后，境内泸溪，凤凰，吉首等县便先后种植烟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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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称草烟，烟叶质量以泸溪县狗爬岩，凤凰苟杞坡，吉首市双堵

为最佳。清代，境内种植烟草相当普遍。光绪三十三年(1907)

《辰州府乡土志》载，湘西无村乡不种烟叶，作为辅助田产的进

款，每岁可值价银10余万两，年运销常德4万捆(每捆50公斤)，

部分经汉口，上海出口英、美，日本。民国4年(1915)，湘西

产烟1250吨，产销两旺。民初，凤凰人熊希龄任内阁总理，以

凤凰烟待客或馈赠亲友，因此所产晒烟名闻遐迩，畅销不衰。后

因战乱频繁，官匪滋扰，民生凋蔽，烟叶种植面积锐减，产量下

降。抗日战争前夕的1936年和解放前夕的1949年，分别年产400吨

和115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湘西娴烟叶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种植面积由1950年

的19843亩，产量826．3吨发展到1990年23．7万亩，产量12596．85-

吨，比1950年分别增长12倍和15．24倍。1962年永顺，凤凰县小面

积试种烤烟成功。1966年凤凰，永顺、大庸，桑植、龙山5县共

种烤烟4 亩，产烟 吨，随后逐步推广到全州各县。 年桑．705242 1970

植县引进白肋烟试生产。1986年保靖、花垣试种香料烟。烟种由

单一的晒烟发展刭烤烟、白肋烟，香料烟等四大类别。从1958午

起至1978年的21年问，多年徘徊在800N1500吨的水平上。由于自

然灾害和“左"的错误的影响，1961年和1969年的烟叶总产，分别

降到101．3吨，387．3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体

制改革不断深入，调动了烟农的生产积极性。1979年后的12年，

烟叶每年平均产量12816．6吨。1980年初，州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强

了对烟叶生产的领导，制定了烟叶生产规划，根据市场需求，落

实专人培植。1983年9月国务院发布《烟草专卖条例》，将凤凰烟

列入全国十大名晾(晒)烟之一。1986年湖南省烟草专卖局将泸

溪，吉首，桑植晒(白)烟生产正式纳入计划。1989年是自治州

种烟最多的一年，全州种烟293812万亩，产量达22937吨。现在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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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已成为州内的一项主要的经济作物· ’

‘

州内烟制品生产，始于清末。据《湘西文史资料》载：清成

率二年(1852)，桑植县瑞塔铺人黄大生开始从事烟丝加工，产

品畅销湘西北各地。随后该县南岔，仓关峪，永顺县龙家寨，王

村，列夕，龙山县里耶、隆头；泸溪县浦市，凤凰县沱江，保靖县比

耳等地相继出现烟丝加工作坊，年产1t0吨，且品名较多，盛销

湘、鄂，川，黔边区城镇。民国24年(1935)州境内提倡使用国货

运动，抵制外货，振兴实业，地方卷烟工业兴起。国民党退役军

官杨再培从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购回卷烟机一台和切丝压梗设

备，在桑植县东门首办丘新亚卷烟厂骨，有雇员30余人，生产口美

塔骨、靠南洋"，“大小号"，，“薛仁贵"等牌号机制卷烟，日产

300条。当时民众爱国热情高涨，新亚烟厂生产的卷烟深受消费

者欢迎。但因技术落后，无力与靠洋烟"竞争，加之土匪骚扰，

1937年被迫停办。抗日战争爆发后，1944年日军先后侵占岳阳，

长沙，南北交通断绝，洋烟来源受阻，西南大后方卷l炳短缺，

烟价暴涨，湘西卷烟工业应运而生。主要是江苏、安徽迁居湘西

的难民王金龙，柳胜，沈汉山等人重操旧业，创办私营手工卷烟
’

社和半机械化卷烟厂，生产手工卷烟。随后，龙山县的里耶、民

安，永顺县的灵溪，王村，泸溪县的浦市，凤凰县的沱江等手工

卷烟厂和作坊崛起。州境10县有手工卷烟社，工厂、作坊计34家

之多，年产卷烟5000箱(每箱30条)，形成一个较大行业。1945

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江苏，安徽难民大部分迁返原籍，湘西

一度兴起的手工卷烟业开始衰落，但仍有少数户继续生产经营，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工商业进行调整，才告歇业。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进驻湘西(军部驻沅

陵)蜊匪。该军一四一师师长叶健民为解决部分官兵吸烟问题，

将切丝，卷烟机各一台赠送永顺专署公安处，在永顺县城天主堂对

面(今汽车站)开办永宅烟厂，有职工14人，生产描支援弦．．掣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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