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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志》编纂机构及人员 ·1·

《道县志》编纂机构及人员

一、编纂委员会

(按任职先后排列，连任几届者不重复列名)

主 任：罗绍昌 王延斌 谢梦阳 李晓坤

副主任：刘才卿 蒋贤经 汤剑雄 李国才

熊 碧(专职)陈益富 胡式辉 周图璋

詹茨生

委 员：邹社初 何树槐 何振保 廖隆孝

蒋业产 李宗林 张元亨 何明惠

张 瑜 盘 康 唐有璀 胡亚东

吴有德 蒋聪J顿 沈英祉 邹福民

陈 健 吴益民 何君秋 何 和

吴昌球 杨日运 钟昌斌 陈荣信

杨禄秀 何彩先 蒋云保 李光富

唐永红 蒋千红

二、县志办公室

李顺阳

张仁达

黎成德

彭 峰

周作德

赵 哲

何金吾

彭致敏

肖双祥

盘玉花(女)

主 任：蒋聪J顿

工作人员：何家壬 陈廷谊 蒋团喜 李世荣 何柏章

张玉明(女)蒋 文(女)周喜竹(女)

三、编纂人员

总 纂：蒋聪顺

副总纂：(以姓氏笔划为序)何家壬 李世荣 蒋团喜

编 辑：(以姓氏笔划为序)刘 峻 ‘何家壬 陈廷谊 李世荣

张玉明(女) 杨峥嵘 周绍裘 胡正耀 盘继牛

黄廷生 蒋聪顺 蒋团喜 熊 碧 廖建华

钟昌盛

郑逢康

鼋金漳

李德用

陈时富

陈友涛

趣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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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以姓氏笔划为序)朱昌英

蒋英德 蒋云保

摄 影：刘荣生

四、

何成章 郑逢康 周进富

提供资料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作金 文学才 邓梅珍(女)邓光球 邓杏生 邓中立 毛应宾

毛龙飞 王焕辉 尹 翼 许立井 刘荣生 任光林 齐增宏

成余中 朱其成 何积富 何德久 何胜迈 何维命 何吉祥

何崇太 何江平 何佳福 何 琼 何列军 张维龙 张平西

张清源 张淑影(女)李以高 李木生 李才金 李开希 宋光平

吴爱菊 吴荣登 吴树德 陈廷谊+ 肖双祥 周宝喜 周家余

周 明 周晓鸣 周进富 欧绪良 欧光忠 杨延水 杨成林

陈秀高 杨福松 苑礼甫 赵 哲 胡正耀 胡迪正 唐良桂(女)

唐天戈 唐厚文 唐有璀 唐泽廉 唐彰元 唐作为 郭连城

龚伯勋 盘 权 盘继通 黄振明 黄晓霞(女)黄书卓 黄生光

梁仁初 梁善学 彭安能 蒋儒顺 蒋玉新 蒋 蔚 蒋元神

蒋云保 蒋玉林 熊 健 熊苏姣(女)廖建华 廖良清 魏定球

魏驾雾 ．

五、审稿、验收单位

《道县志》审稿领导小组：

组长：李晓坤

副组长：刘才卿 陈益富 周图璋 胡式辉

成 员：黎成德 何鼎兴 何永发 王国璋 彭 峰 熊 碧(专职)

零陵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稿)：黄昊德 蒋明亮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验收)：胥亚 黄愿偿 龙举高 朱耀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

新编《道县志》在省、地区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县志办与

县直各单位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通力协作下，历经五年的紧张编纂工

作，终于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慰藉前人，启迪后代的好事，。也是

道县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件大事。

长期以来，我们对道县的历史和现状缺乏系统认真的研究：从清

光绪三年编修《道州志》到1 989年的一百多年间，虽然多次修志，但

都半途而废，没有成书。因而一直没有一部完整而系统地反映全县情

况的史料性书籍，可资各级领导和有关人士参考。新编《道县志》’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实事求是地写缸褒，事。

物发展的沿革、因果、是非和得失，比较全面系统地记叙言道县“自然

。杠社会、历史和现状，特别详细地记载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垤济建设，羼

¨茹’r父芪群聂的伟大韶角’，!角落生生的争卖说明车苦年莱勤褊敢写
道县人民，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这些都是我们当前和今后进行观代记建设的宝贵财富；‘新编、《道县。
志》，不仅填补了一段历史资料的《陷●而且莳我们研完遥县的劈受希i

，现状，制定道县的发展规划，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都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o．因此，凡是在道县工作过的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都应

当读一读这本书，这对于我们结合道县的实际，因地制宜地贯彻中央

的方针政策，在工作中少走或不走弯路，是大有裨益的。
’ 道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远在虞舜时代即为“有庳之圩"，以后，

秦设县，三国设郡，唐设州，元设路，明设府。1913年改道州为道县，

沿袭至今。道县山青水秀，名胜古迹众多。月岩、两河口风光和寇公

楼使不少中外游人流连忘返，赞不绝口。悠久的历史，秀丽的山川孕

育了古代理学家周敦颐、书法家何绍基，近代革命家何宝珍等一大批

4‘历史名人，为全国人民乃至国外人士所敬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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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回顾道县的过去，确实有过辉煌

的年代，但也应承认，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几经曲折，历尽沧桑，

使道县的经济文化遭到相当大破坏；加之近代经济的发展，又是由沿

海、沿江、沿边向内地推进的，从而延缓了道县的发展步伐。与不少

发达的地方比，道县确实落后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建国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道县的经济文化各项事业都有长足

的进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道县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有

丰富的各种资源，·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一句话，发展经济前景十

分广阔。 ．．‘

．．

o研究道县的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建设道县。现在党中央已经制定

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世纪末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两番的宏

P伟屠槔。要实现这一．目标，困难确实不少，但我们不能甘当懦夫，甘

’居落后，一定要珍惜和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克服无所作为的自卑感，

增强县兴我荣的责任感，把我县的两个文明建设不断推向前进。，我们

·坚信尹道县的各级干部，，是无限热爱道县忠子道县人民的+，能够经受

各种困难的考验和斗争的磨炼；富有勤劳勇敢传统精神的道县人民，更

不会甘居贫穷和落后，更不签簌因难牙麓服。“欠心齐，+泰山移，，。1只
二要全磊止下7条心，一股劲，渤精图治，拼搏进取，道县一定会赶上

时代的步伐，一定会有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中共道县县委书记 龚武生

一九九四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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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 ，

道县编修地方志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淳熙年间章颖作的

《舂陵图志》。可惜年代久远，已无可考。第一部成书付梓的是明嘉靖乙

已年间王会、顾玉柱所编纂的《道州志》，海内如今也没有藏本，后人只

能在旧志中看到作者的序言。第二部志书是明万历年间刻本，今北京图

书馆尚有存卷(十二～十四)。清代是我国方志史上的极盛时期，康熙十

一年诏令“直省各督抚集夙儒名贤，按古续今，纂辑通志。"从那时起到

。．光绪三年．，道州共编修四部志书，现在北京、天津、长沙及本地均有替。”

卷。民国以后，政局腐败、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直到“七七"事变，抗日军

兴，道县才又延聘地方有识之士编修志书‘，但稿成而未付粮’．!舻．．oi
”

1日志书为了达到它“存史、资治、教化”的目的，集百里之英才，

记多年之治乱_卷帙浩繁，煞费苦心。’．它的内容、体例、章法随着历

史的演变而不暾剖瓤，确也为后人保存了一些可供援引、借鉴的十努j

珍贵的史料。但在指导思想上它受着历史、时代、阶级的局限，完全

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人民群众在志书中毫无地位可言。

我们今天这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开始的，洋洋近

百万言，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县属八十多个机关单位参加了本书的编纂

工作，或进行采访，或提供资料，或撰写初稿，或修改审阅，或帮助服务。

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广征博采，去伪存真，殚精竭虑，历时五载，五订篇

目，六易其稿，寒暑不辍，孜孜以求，终于完成了这部“纵贯古今，横揽百

业，首尾完备，推陈出新"的浩大的文字系统工程。“修史之难，莫过于

志’’，全体修志工作者不懈努力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我们这部新志与旧志的截然不同之处是自始至终摆正了人民群众

的位置，具备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



料，千方百计使志书能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毛

泽东同志说过：“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

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中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

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我们确也希望这部新志书能以详

实、系统、科学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有益当代、惠及子

孙。力求在资料上下苦功夫，通过搜集、鉴别、筛选、排比、组织，去

芜存菁，实事求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考验。．例如：

一、旧志历来把道县建县的历史写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

年)，实际上在秦赢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王翦平定江南后，便

置县营浦，新方志根据确凿的史料校订过来了。

二、历史上习惯说道州恶水穷山，是历代封建王朝流放谪吏逐臣

的“蛮夷遐方”。实瞎乓，在唐宋时期，其经济文化已相当发达，，工业

上是全国二十个官设冶铁贸易机关场所之一，商业上是九嶷山地区南

北物资流通枢纽。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几乎与其他先进县份

同步。文学艺术方面，以元结、吕温为代表的诗文，以周敦颐为代表

的理学，以何坚、吴必达为代表的科举有如春兰秋菊，．蜚声四海。新

方志除。了否定前人的偏见，还从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等方面摸索出它

山川秀丽、。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人民勤劳的特点，进一步阐明它是

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对发展现代经济大有裨益的宝地。

‘三、从南北朝直到民国初年，王僧粲、蒋丙、何贱苟等领导农民

起义，杀富济贫，惩恶扬善，叱咤风云，气壮山河，而旧志统统贬之

为盗贼流寇。实际上他们进行的暴风雨式的武装斗争是正义的，他们，

是人民群众所拥戴的英雄，他们的义举正是饥寒交迫下的道州人民敢

于斗争、．善于哥t争的民性的真实生动的反映，新方志把被颠倒了的历

史重新拨正过来了。．． ，

四、道州资源丰富，旧志语焉不详。旧志中所载中草药仅35种。

实际上，逆州四境皆山，遍山皆宝。新方志根据医药部门的考察记载

了中草药253科、51 6属、971种，其中厚朴在全国更是首屈一指。旧



志写水，仅限子潇水、濂溪几条主要河流，对各种水资源的泉源、数

量、质量、时空分布及其互相转化的规律，没有作出详细的调查和科

学的论证。新方志则记叙详尽，使人一目了然。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也不能说新方志已经完美无缺，我们这次

修志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资料缺乏。无米之炊，巧妇难为。清代以前的

文字资料，除了旧志以外，几乎一无所有。民国时期的档案大半毁于兵

．燹。解放后的文件卷帙也因种种原因大都残缺不全。时光流逝，记忆微

茫，修志工作者走南闯北，调查采访，沧海遗珠，挂一漏百，在所难免，使

志书不少篇章在纵述史实时出现“断层”现象，这不能不是遗憾。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俱往矣!我们当代的历史才是最为辉煌

的篇章，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新方志以饱满激情浓墨重彩地再现了道

县人民解放后为振兴道县而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的历史。正是这些普

普通通的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旧牡荟遗留。下来的污泥秽

’水0’百孔千疮的局面扫荡殆尽’，’换之以万紫千红o‘生机勃勃的崭新的．一

⋯。．景象．¨解次．了．几千年一直无法解决的温饱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迅速迈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无可讳言，今天

。的道县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太发达’，生产关系不太

完善，。财政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与先进地区比较起来还有一定“

的差距。但这些都是暂时性的，是前进中完全可以克服的困难。我们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已越走越宽、‘越走越光明。这部新方志所记录

的正是我们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披荆斩棘、开拓前进、备，

尝失误的痛苦和成功的喜悦。凡在这条道路上付出过劳动或作出过贡

献的人们都不难从中找到自己的足迹，从而感到亲切、自豪和欣慰。，

古人说：“以史为镜，可知兴衰譬。这本书既可供我们借鉴过去，也

可以激励现在、展望未来，希望它能受到广大道县人民的喜爱。

道县人民政府县长李顺阳

一九九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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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实事求是，7系统、全面地记述道县自然和

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采用篇、章、节、目体，以事设篇，卷首为序，立概述j

大事记、人物等35篇。 ， 。 ．

。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以志为主，．灵

活运用。在处理各篇内容归属上，事以类从，i’以避免重复，，使纵成体一，

系，横成系列。
“ ’。

四、《概述》篇综述本县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尝潍％，概
述全志的主要内容，突出道县的特点。 。。，

， ．．&=0

的历主；妻套竽差震蓑粢曩鼍曩霎冀臻凳拳徽§的历史和现状；经济部类篇末设·《经济综合管理》篇i记述各经济管，一

理部门的职能和实绩。
’

六、本志《人物》篇由传记、传略和名录组成。传主按卒年次序

排列，主要记叙本籍人和少数外籍人在本县工作有突出功绩者。个别

反面人物在县内影响大的也入传。 一
．

七、本志特附“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县内发生的非法杀人事件

的前因、后果、时间、地点和处理遗留工作。

八、本志记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采用约定俗成

的简称。本志凡称“40年代"、“50年代”⋯，皆指本世纪而言。

九、本志取事，上限一般始于1840年，根据需要，适当上溯；下

限一般断至1 989年，特殊内容延至成稿之日。

十、本志所称“道县和平解放后"(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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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含11月15日)以后。

十一、本志工农业总产值、行政区划和人I：／等基本数字以县统计

部门的数字为准；粮油入库、’财税收入、经济效益，取用各业务部门

实际数。计量单位，解放前，按当时的计量单位书写；解放后，按国

家现行规定的计量单位书写．

十二、本志材料，主要录。自各部门专业志和各级档案文字资料，少，

数采自口碑资料、谱牒。 ．·

+十三、本志今地名以道县人民政府1982年编印的《道县地名录》

为准；古地名则采用历史事件发生时所用的地名，并注今名。 ·、

十四、本志采用语体文书面语、规范化的简体字及标点符号，力

求文字简洁、流畅，有可读性。
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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