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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说 明

一，’‘平江县卫生志'是记述平江卫生事业的地方专业志

书。上限起自鸦片战争，"F限至1985年。其中某些事件的记述延

续到1989年底。

二，志书体裁分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

照片、图，表穿插其中。分章、节、目，横排门类，纵写历史·

用语体文记述。

三．志书编纂按照详今略古，存真求实的原则，从征集350万

字的资料中筛选鉴别，力求展现平江卫生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四，立传人物均系巳故的平江籍医药界知名人士，附列近代

名医录和医卫烈士英名录，同时对部分资料征集较详的当代医药

界知名人士列入简介。其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事业时

一并记述。

五，本志纪年，历史纪年先书朝代年号，再注明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六，数字书写。朝代纪年用汉字，公元纪年，记数，计量与

统计数字，用阿拉伯数字。度，置，衡用法定计置单位名称。

J983午，公社，大队，生产队改为乡?村，村民小组，在记述中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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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按当时的名称。

七，主要资料来源，

1．平江县档案馆，平江县志编纂办公室，平江县卫生局，统

计局、民政局，药材公司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有关资料。

2．湖南省挡案馆、图书馆和湖南省基督教会有关资料。

3．县属医疗卫生单位有关资料。

4．采访口碑资料及回忆录。
”

八、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平江县档案馆，县志办、统计局，

县、区、乡医疗卫生单位、各级卫生行政机关积极为本志提供资

料，很多医药界老前辈对志稿提出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志书编写人员来自医疗专业岗位，缺乏修志经验，误、漏之

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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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专’

‘平江县卫生志’从1984年7月开始编纂，到1989年11月脱

稿，历时5年半。志书按照系统工程学原理，在体例上作了一些

新的探索；既符合地方志的规范，又具有专业志的特色，是一部

内容比较翔实，形式比较新颖的地方专业志书。修志过程中，在

县志办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前后四次进行修改。

‘平江县卫生志'跨越一个多世纪。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一

百多年来，平江人民在卫生事业上取得了光辉业绩。有成功的经

验，也有失误的教训。编纂人员高度负责，数度寒暑，行程万余

里，历尽艰辛。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认真查

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乡土文献，采访了数百名历史见证人。旁征

博引，筛选鉴别，存真求实，秉笔直书，将我县卫生事业的发展

史，比较真实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值得一提的是，在口文化大革

命黟时期，卫生事业遭到了较大的损失。编者没有回避事实，将

这段难于记述的历史，作了实事求是的记载。

‘平江县卫生志'按照横分类目、纵述历史的原则，全书由

述，记，志、传、图、表、录等组成。分8章39节106目，共30余万
。

字。既记述了全县卫生事业的全貌，又突出了平芦卫生工作的坻，少
， 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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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这些都是可取的。但是，志书资料仍嫌不足，因事系人不

够。因受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制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史学家认为，每个人生活在现实之中，也就是生活在历史之

中。今天的现实，明天就变成了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代

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都应该探索和开辟自己的道路。我们

的责任就是对历史负责，我们的使命就是开拓前进。至于功过是

非，历史将给予客观的结论。 ‘平江县卫生志'就是对我县卫生

事业历史的客观记述。它的编纂和出版，是我县卫生工作的一项

重要成就，’它必将为卫生事业的兴旺发达发挥资治、教化，存史

的作用。。．r‘'
‘

唐贵卿 余富仁
一’ 198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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