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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贝。

刘志刚

朱振宙

覃卓

萧尊吾

萧友宝

王贞珠

刘继仁

杨安成

周显浩

萧体炳

覃卓

武冈县志编纂委员会

曾宪光王贞珠陈立海萧时雄

王春生

张颂田

洪期钧

王瑞建

朱振宙

阳天才

欧秀华

萧时异

喻立能

林松桃张昌煌袁松山

毛立友

李良时

陈立海

段启富

萧宣荣

蒋武临

刘志刚

李维亮

张治怡

夏和斌

曾宪光

廖继芳

武冈县志办公室

主任： 张治怡萧时异

副主任： 马代田

主编：

副主编：

编辑：

张治怡

马代田

刘传忠

李光明

武冈县志主编和编辑

萧时界(责任)

刘大凡

李明柏

林亲奇

萧时雄

曾宪佐

戴谓堂

夏崇圣．谢文生戴金城黄琨先

袁龙卿尹兴渠周显浩

武冈县志审稿小组

组长： 黄天锡刘志刚
’

副组长： 朱振宙 陈武智林雨亲殷南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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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曾宪光廖继芳萧时雄朱爱嫒覃卓

李小坚张治怡邓星银萧时界

马业棣

刘志坚

萧克球

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审稿人员

周泽民

杨当第

赵烈安

唐琰

尹敬中

许盛燮

萧模

张正清

黄维桢

王梅初

邓玉才

王茵茵

曾令禄

高尔志

陈建湘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审稿人员

胥亚萧友宝李宏江

卢凯旋朱耀一高尹生

黄愿偿洪期钧龙举高

黄俊军王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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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_

我在邵阳地区工作过较长时间，对武冈的民情山水记忆犹新。在

新编《武冈县志》出版之际，感到十分欣慰，特在此表示祝贺!

武冈县历史悠久，建置于西汉文、景帝时期，距今已有2100多年，

在历史上曾先后设置县、军、路，府、州和侯国。新中国成立前，疆

域为现今的三倍，是省内屈指可数的大县之一。治址武冈古城，驰名

遐迩，其城墙、宝塔、大小王城、大成殿、南宋理宗御题匾额“宣风

楼"以及众多的祠庙、牌坊和楼台亭阁等古建筑是古文明的标志。已

辟为国家级森林公园的云山，系神州七十二福地之一，有数百公顷原

始次生啉，堪称．野生植物王国·法相岩是我省重点文物保护区，历代

文人的摩崖墨迹甚多，又是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旧址，庄严壮观的中山

堂保存完好。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曾培养出许多卫国志士。武冈位居

湘西南黔巫要地，地处邵阳市西南五县的中心，1994年2月18日，经

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因而发展前途远大。

武冈人杰地灵，文化发达，素有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从宋代

至清末，先后编修有《都梁志》o《武冈州志》、《武冈乡土志》等10余

种。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编纂出版有《武冈县志卷首·解放十年》。

1992年，在三十年代云山中学编印的《都梁文钞》的基础上，又重新

编辑出版了湖南省第一部大型地方文钞——《都梁文钞今编》。现今的‘

武冈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立于1986年9月，承担编修《武冈

县志》重任，历时九个春秋，修成了社会主义时期第一部新方志。本

届修志的工作规模、志书内容的时间跨度、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为

历届修志所不及，而且其社会功能和作用都将超过旧志。新编《武冈

县志》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值得称道。一是地方特色突出：武冈农业历

来发达，所盛产的粮食、生猪、铜鹅、茶叶、辣椒等在省内占重要席

位，手工业和商贸业起步较早，发展较快，影响湘西南，有些产品还

远销东南亚，文化、教育长盛不衰，也居于全省先进行列；武冈城历

史悠久，文明程度较高，城市功能日臻完善，为湘西南县级城镇中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序

一颗明珠。这些值得武冈人民骄傲的优势，在新志中都有浓墨重彩的

记述。二是时代特色明显：新志的编修者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观点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各种资料，既站在时代的高度去看待

过去的一切，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秉笔直书，让事实说话，且详今

略古，言必有据，突出了经济建设的记述，符合新方志的要求。三是

编排特色见长：新志采用中编结构，便于横陈纵述，较好地避免了志

书难以解决的内容交叉和重复现象；而且做到章下一般先有无题总述

交代概况，后分说详情，使篇、章、节、目之间的内在联系紧密，显

得结构严谨、整体性强。新志还有项目齐全、资料翔实、文笔朴实、可

读性强等优点，不失为成功之作。

《武冈县志》的出版，为武冈的为政者认识武冈、发展武冈提供了

可靠的地情依据，为热爱桑梓、有志支援家乡建设的海内外武冈籍和

非武冈籍同胞提供了丰富的乡情信息，更为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乡土教材。我们相信

《武冈县志》的编成和出版，必将为加快建设新武冈发挥重要的作用。

1995年10月



序 3

序 二

新编《武冈县志》历时九载，六易其稿，精益求精，冬日问世。这
是武冈人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可喜可庆l

新县志贯通古今，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诸方面，不负
“存史、资治、教化"的历史使命，堪为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传世之
作。为纂修这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全县76个修志单位调集百多位有专
业特长和文字修养的人员参与搜集资料、撰写志稿工作。前后共收集、
整理有关资料六千余万字，召开志稿评议会125次，参评1300多人次。
最终由县志办公室人员总纂成逾百万字志稿，经县审稿小组审阅， 送
市、省主管部门审定，中华书局终审后付印出版。这充分体现了 “众
手修志、众口评志”和各级领导负责把关的特点，是名副其实亡0．集体
智慧的结晶，从而确保志书的真实可靠性和科学权威性。

历史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国有不同国情，县有不同县情，要建设
好一个国家，必须从国情出发；同样，要把一个县的事情办好，也必
须从县情出发。新编《武冈县志》为我们了解武冈地情提供了便捷的
途径。前人经过漫长时间的探索，走过坎坷曲折的道路，创造了不可
磨灭的伟大业绩，总结出许多发人深思的经验教训。我们的事业是历
史的延续和发展。全体武冈人民一定要珍惜前人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
神财富，把改革开放的方针与武冈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这片既古
老又年轻的热土上同心同德，努力奋斗；为振兴武冈、繁荣武冈而再
造辉煌l

妥纠
l

1995年10月



凡例1

凡 例
：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武冈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由述、记、志、传、录五部分组成，图集中于卷首，表

穿插于有关各篇之中．志为全书主体，分类记述各项事物。篇章节目

横排纵陈。

三、按照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本志上溯事物发端，下限

为1993年底，个别史事延伸至次年4月撤县设市时·

四、本志记述范围以今政区为主，部分人和事及数据以当时境域

为据。

五、本志计量单位采用当时通用名称。主要数据以统计部门的法

定数据为准，其余数据来自有关单位。

六、本志机构、官职、职称、地名均用当时称呼，有的名称第一

次出现时用全称，后用简称。

七、本志历代纪年，均沿用当时年号，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

(记述续年时只括注头一年)。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系指1949年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八、《人物篇》由《传记》、《烈士英名录》和《当代人士录》组成；

入传人物均系过世且有一定影响的各方代表，以本籍、正面、近现代

人物为主，《当代人士录》收录本籍及在武冈工作的外籍县团和副教授

级以上职务、职称的人员。 ．

。

九、‘本志有关章节附有代表性的企事业单位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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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县，位于湘西南部的雪峰山东麓、南岭山脉北缘、资水上游，地处邵阳市西南五县

中心，即东经110。25’36”"-'111。01’58”与北纬26。32’42一～27。02’09'2：问，总面积1549平方公

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0．73％，辖8个区(镇)，32个乡(镇)，总人口64．4万人。素有黔

巫要地之称．

县境属祁邵丘陵区，三面环山，中部为连片溪谷平原．土壤种类多，适应性广，土质肥

沃，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有霜期短，作物生长期长．区域地形复杂，地貌多样，以山丘为

主，山、丘、岗、平、水齐全。有海拨500米以上的山峰428座，山林9267万亩，有河溪150

条、地下暗河55条，总长分别为921．1公里和1297．8公里，水面8．25万亩，有耕地55．2330

万亩，其中水田44．6118万亩。优越的地理环境宜于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

境内自然资源丰富．主要矿藏有煤、铁、锰、铝、·锌、油页岩、金、硫铁、磷、花岗石、

。石英、耐火材料等，其中煤探明储量6324．3万吨。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的8万亩云山堪称

生物资源王国，共有野生植物218科、485属、1168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树种有
‘

云山伯乐、去山白兰，云山青冈等25种I野生动物有170种(鱼类68种)。云山还是神州七

十二福地之一(列第69)，遍山名胜古迹与万亩原始次生林相映争辉，蔚为壮观}加上享有文

物宝库之誉的古县城和境内多处风景名胜，使县境具有开发旅游观光事业的广阔前景．

武冈建置历史悠久．汉文帝、景帝年间(公元前179'---'141)置武冈县于今城郊七里桥，汉

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封长沙定王之子刘遂为都梁侯国敬侯，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设都梁县，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复为武冈县，北宋崇宁五年(1106)升为武冈军，元

至元十四年<：1277)改为武冈路总管府，明清两代先后为府、州，民国2年(1913)9月，废

州复为武冈县，1949年10月，武冈解放，仍为武冈县。1950年至1956年，武冈东部、北部

先后分别划归邵阳县、洞13县、隆回县和新宁县管辖，武冈县辖区减少三分之二多，此后行

政区域维持不变至今．

(一)

自置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2100多年里，武冈人民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辛勤劳

作．繁衍生息．他们在从事自食自用的种养业的基础上，逐步兴办手工业和商业。至民国时

期，境内农、工、甫贸各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农业。民国21年(1932)，全县饲养耕牛41000

头、牲猪21万头、鸡31．6万只，．产稻谷231．53万担，民国33年，全县种植棉花25000亩，

产皮棉6150担I民国36年，全县产稻谷362．5万担、茶叶2700担．．工业：清末，城镇开设

粮食加工、造纸、雨具，竹编、木制、土法采煤等手工业作坊，民国年问，手工业逐渐兴旺，

至民国18年，全县有手工业1246家，从业人员4869人，资本45．5758万元．商贸业t明清

时期农工产品广销省内外．至民国18年，全县有绸布、百货、果菜、南货、金银首饰、盐业、

旅业、医药、粮油、猪牛行栈等商店(行)2398家，从业人员12341人，资金77．617万元。

由于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如全县80．7％的耕地被占人口15．5％的地主、富农占有。封建

剥削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武冈的工农业生产一直在低水平线上徘徊。以水稻生产为例，

历史上全县平均最高亩产未超过200公斤，人均不到150公斤．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4172万元<：1980年不变价)，人均52元，社会商品零售额420万元。
‘

。为反压迫、求解放，武冈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明清两代载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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