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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安化县委书记 王亚魁

安化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这部100万字的地方志——《安

化县志》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全体编纂人员多年勤奋工作、上级有关

部门具体指导、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安化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以6000多万字的历史资料为基本依据，全面地、系统地、

科学地记述了安化的风光、物产、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历史和现

状。它既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又是一部鼓舞人们奋进的好教材。

《安化县志》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

纂地方志是我国文化工作的优良传统，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地方志

的编纂，以方志“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从春秋战

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图经到历朝各代的郡国志、通志、府志、县

志以及论述山川名胜、名优特产的专志，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安化

自宋置县以来，迄今900多年，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至清同治 ．

十年(1871)，曾8次纂修县志，可惜至今仅存其中4部，且印刻数量

少。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成立县志局，组织专门人员纂修县志，

但终未成卷。．60年代，也曾组织力量修志，又因“文化大革命"冲击

而未修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才为县志

编纂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

旧志之用，主要在于“资治垂训”，即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今修新志，既有“古为今用，鉴古知今"之意，更

望达到激发县内外人士认识安化，热爱安化，建设安化之目的。

安化地域辽阔，在49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着丰富的自然

资源。安化是湖南省重点林区县之一，历代盛产棕、桐、竹、木、茶，素

有“茶乡”之称。明洪武甘四年(1391)，朝廷已规定安化“贡茶"上解。
1



“云雾茶"、“芙蓉茶”也驰名中外。地下矿藏已探明的有铁、锑、金、钒

等39种，锑矿藏量占世界已知储量的十四分之一。落差较大的资水

横贯县境，支流密布，水能资源也极丰富。

安化地灵人杰，迭代人文蔚起。清代陶澍(小淹人)官至两江总

督。清末民初，涌现了李燮和、李云龙等一批革命先驱和爱国志．士。

他们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走呼号。大革命时期以来，卢天放、

刘肇经、姚炳南、蒋哗、熊邵安等人创建中共安化地方党组织，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李聚奎、邓克明等人参加红军，后成为中国r

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人成为各个领域有

成就的知名人士。据不完全统计，安化籍人士被授予各种高级职称，

者达300余人。 一

安化历来以农业为主。数百年间，农村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

经济为主体，农民生活十分贫苦。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条件迅速

改善，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曾经是“糠

菜半年粮”的安化农民，1985年人均占有粮食331公斤，纯收入348
7

元。社会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生产力获得解放之日，就是经济崛起

之时。安化人民具有敦厚憨直、勤劳俭朴的优秀品质，先进思想和现

代科学技术一旦被他们掌握，必将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

回首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当改革的第二次浪潮从沿．

海推进到内地的时候，在波澜壮阔的新的历史潮流中搏击奋进的安

化90多万儿女，一定会谱写出文明富裕的新篇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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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饲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中共

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力求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

二、鉴于历代志书多散佚，本志书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985、

年，个别突出人物和重大事件延记1～2年。

三、本志书设篇、章、节、目4个层次，个别地方设子目。除《概

，述》、《大事记》外‘，分21．篇、93章、325节。 ·

，。

四、本志体裁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横分’

门类，依时序竖写条目。 ．

．五、安化县治原设梅城，1951年8月迁至东坪镇。．志书中凡称

县治：县城者，不再注明今地名。 ．

。

．

六、本志书按详今略古原则，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后的36年。

民国及其以前简要记述，篇幅约占1／3。为突出地方特色，将林业升．

格为篇，茶叶升格为章。 ，

七、凡入志的综合性、基础性数字，均以县统计局数字为准。

八、入志资料来自历届安化县志、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及县属

各单位，部分来自知情人的记述。
。

九、民国以前的历史纪年，一律用汉字，并以括弧注明公元纪

年。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按民国元年为公元1912年，其后以此

类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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