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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

《宜昌县志》编纂出版，是全县56万人民的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项重要成果。

盛世修志，彰往昭来。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社会

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显示了新的社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我们党和国家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在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获得了巨大的进步，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当今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善，是任何一个朝代所无可比拟的。

宜昌县的各项事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为将这一伟大历史演变载入史册，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县委于1981年作出修志决定，成立机构，调配人员，编纂

新县志。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 ，

新编《宜昌县志》，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宜昌县。百多年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风情

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特别反映了宜昌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夺取

政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进行的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以

及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历史雄辩地证明：新中国来之

不易，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希望所在。这一真理

鼓舞着全县人民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和以后的更大发展，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把宜昌县建设得更美好。 ，

宜昌县的人民大有作为，宜昌县的未来大有希望l ，一

，．圣嚣嚣曼高毒政．宜昌县委书记 一1i～．
～

1991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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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宜昌县志》，历时近10年，。取材逾万卷，经过许多同志的辛勤劳动，

现在成书了。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是全县人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地方志是地情的载体。就一个县来说，要有效地贯彻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加强对县情的调查研究，科学地

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地分析现实情况，从而正确制定全县发展战略，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县志是一个县基本情况的资料书，是进行正确决策的科学依

据。我是1980年底到县政府工作的，当时很想看到一本系统介绍宜昌县基本情

况的资料书，恰巧上级要求新编地方志，旋于1981年4月成立县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组织编纂《宜昌县志》。

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宜昌也曾多次编纂过县志。据

记载，明景泰七年，知州李芳首纂《夷陵州志》；明弘治八年和清康熙十年，刘

春、鲍孜分别两次续修。乾隆二十八年，知县林有席续纂《东湖县志》；嘉庆九

年和同治三年，特阿通、金大镛亦分别两次续修。民国20年，县长赵铁公承修

《宜昌县志》，不久胡效新、王静波等又撰《宜昌县志初稿》。在这482年间，先

后成书8次，平均60年一修，可谓久盛不衰。这些志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

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编纂新县志，不仅有益当代，而且惠及子孙。这次新编的《宜昌县志》，本

着贯串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搜集了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大量资料；坚持以

冯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宜昌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充分反映了宜昌县人民的智慧

和力量，如实地记载了我们工作的胜利和曲折。这些不仅有利于我们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搞好当前工作，而且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以激

励未来。

编纂新县志，是一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即将出版的这部《宜昌

县志》，断限145年，文字100余万，内容涉及社会各行各业。这是全体修志人

员和有关各方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结成的硕果。在此，我代表《宜昌县志》编纂



——————二——————————————————————————————一一．
委员会感谢各部门、各单位为我们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感谢全体修志人员的辛

勤劳动，感谢上级领导的精心指导和各地专家、学者的热忱帮助。

愿新编《宜昌县志》为我们认识宜昌，建设宜昌，振兴宜昌发挥重要作用。

／厂

原宜昌县县长邹学勤

199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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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宜昌县专志》记载了鸦片战争以来宜昌的历史与现状，全面系统地

反映了全县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基本状况，叙述了各项事业的

发展过程，既记成绩，’也记失误，既写经验，也写教训，是一部科学的资料文

献，也是一部县情工具书。

新编《宜昌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观点正确，内容丰富，

史料翔实。其“纪纲志类，详近略远，综述历史，分陈现状"的编纂方法，较

好地记述了各个时期历史的概貌，整体性强；对各类事项开掘较深，资料性强；

从而准确翔实地反映了宜昌县近现代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发生的巨大变化。“鉴古知今，信今传古"。这部篇幅宏大、资料丰厚的新县

志，将为本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也是进行爱国

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新编县志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宜昌县志》由县委领导，政府主修，部

门撰稿，专班编纂，前后有二百多人参加，群策群力，历时10年，数易其稿；

省、地方志办的领导和专家多次亲临指导，层层把关，三审定稿。值此县志付

印之际，特向为本书作出贡献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宜昌县县长陈华远

1991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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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宜昌县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宜

昌的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新编《宜昌县志》，按“纪纲志类，详近略远，综述历史，分陈现状一的方

法，用叙、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记述1840"--"1985年的史实，部分

内容作了历史追溯．
‘

总叙：概括综述宜昌县的建置沿革、自然资源、革命斗争、文化建设、经

济建设，以经济发展轨迹为主。

大事记：本着“详近略远"原则，以编年纪事、阶段纪事、本末纪事相结

合，扼要记述宜昌县近现代历史上的大事、要事、新事，提纲挈领地展示宜昌

县的历史发展脉络。
． 各专志：按照事物属性和兼顾社会分工的原则，将农业、工业、交通、贸

易、文化、教育等分类立目，先综述历史，后分陈现状。 ，

．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劳的原则，收录对宜昌县历史进程影响、贡献较

大的已故者，以传、录、表记述，传、录依生年排列，表依卒年排列。

附录；重要原始资料原文收录，有的散见书中，有的附于书后。
． 新编《宜昌县志》，使用现代汉语，以第三人称记述；历代纪年、地名、机

构、职官、计量单位均依各历史时期的称谓记述，必要时加注，“解放一一词，

指1949年7月16日宜昌县解放；解放后的社会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

新编《宜昌县志》，以具有“资治、教育、存史力价值的资料为基础，资料

来自文书档案和县直各部门的志书、志稿；数据经统计部门核实，不一一加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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