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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永县志》编纂机构及人员
一、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委员：谭i改(1991．2～1993．1) 唐K乡z,(1993．1l～ )

顾 问：胡天善(1991．2～ ) 欧阳锡盛(1991．2～ )

陈嘉文(1991．2～ )

主任委员：廖景东(1989．3～1991．2) 唐际绍(1991．2～1992．2)

先东林(1992．2～ )

副主任委员：王金梁(1989．3～1989．9) 熊定春(1989．3～1992．2)

胡天华(1989．3～1992．2) 廖景东(1991．2～ 1

黄义大(1991．2～1993．11) 周惠珍(1991．2～1992．2)

曾宪林(1991．2～1992．2) 吴多禄(1991．2～ )

周明祥(1992．2～ ) 伍美构(1992．2～ ． )

厉良泼(1992．2～1993．1 1) 谢万瑶(1992．2～1993．11)

曹小华(1993．11～ ) 陈自富(1993．11～ )

周厚良(1993．1 l～ )

委员(按任职先后排列，连任者不重复排名)： 胡天华

李日真 欧继吕 桂华英 陈家旷 汤延伶

陈福元 江顺云 胡运增 唐孑L芳 陈自富

邓茂、! 杨仁里 i任向增j 谢孝祥 刘自康

杨芳仁 李荣映 欧阳圣清 欧阳著申 张国权

蒋H斌 周中秋 蒋朗义 唐善军 陈继红

郑昌刚 尹太平 熊定春 吕左锋 罗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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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县志办公室

主 任： 王金梁(1989．3～1989．9 )

副主任： 周中秋(1989．9～1991．12)

工作人员： 刘桂香(女，1989．3～1992．1)

周成义(借调，1990．2～ )

胡晓泓(女，1991．9～ )

王欣暄(1992．8～1995．3 )

三、编纂人员

吴多禄(1990．5～ )

何燕珍(女，1990．5～)

邓仁冠(1992。6～ )

谢明月(1992．8～ )

蒋喜岭(女，1992．9～)

总纂：吴多禄

副总纂：陈剑声(经济部类) 谢明月(政治部类)

王欣暄(社会文化部类)

编辑(以姓氏笔划为序)：王欣暄 邓仁冠 吴多禄 陈剑声

周成义胡晓泓(女) 谢明月

数字审核：李俊琛 周光焕

摄影、照片编辑：何东安

校 对：吴多禄李俊琛胡晓泓(终校)

邓仁冠周成义谢明月 何燕珍(2校)

曾参与县志总纂的还有：唐本善周扬林何声益(文字技术加工)

电子排版：曹后红

四、提供资料人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人名右上角有木者为原分志主笔，与总纂稿同者不再加此

符号)

义长基 义德强 义忠文掌 万忠良 万先谱 万光庭 王步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纂机构及人员 3

王定兴木王晓明

邓国安 J邓章远l

成受赐 伍富生

何星拱 何东安

何绍志 何积勇

李逊达 李松涛

李瑞祥 李锡庚木

陈嘉泉 张怀林

欧阳圣清欧阳著申木

罗显富 周成义

周王健 周炳廉

杨永能木杨迪松

莫文芳 高立铭

黄庆兰 黄光增

l夏梓柏J 梁晓红．

蒋曼芝 蒋忠鸿

谭昭著堆谭琨

蒲栋万 蒲支红

王继亮 邓英木 邓志文 邓仁冠 邓永松

孔凡坚牛 尹太平木 毛华东 叶楚贤 刘晓燕

伍继里 朱香国 何水养 何志雄 何光立

何克锋 何福养 何流洁 何法德 何积庚

何乐增 何魁武 李积其 李俊琛丰李化年木

李生顺 李小林 李永华 李惠然 李智开

陈由永 ．陈异旺幸 陈茂文 陈泉清 陈蔚莲

张学锐 张莲秀 宋飞云 余伟生 吴移龙

欧阳平清木欧学豪木 欧新民 欧美荣 欧锦江

周扬林木 周兆生木 周基远 周 曦掌{周贤增I木

周加桂 周硕沂 杨振华木7杨芳仁 杨仁里木

金月华 练有操木 郑德英 贺冬寿 莫永生

高炳龙 高永辉 唐光善 唐德胜 袁道君

黄佳英 黄志超 黄炳生 黄运枝 黄石山

崔玉书 崔强盛 蒋利文木蒋昌金 蒋国斌木

蒋云杰 蒋化明 覃泽平 彭国志 游子玉

谭新华 廖湘凯 廖志晖书谢福元 潘清种

雷孝魁木 熊有为

五、审稿验收人员

中共江永县委、江永县人民政府审稿领导小组

组长：廖景东

副组长：欧阳锡盛

成员：胡天善 陈嘉文 何祥麟 伍美构 周明祥 龚忠美

谢万瑶 周厚良 熊定春 吴多禄 何坤明

零陵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稿)：李运富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验收)：胥亚刘恩达宋斐夫龙举高

卢凯旋



序 l

序 一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肇自八十年代初期，迄今已历十四载。就湖南而

言，县(市)志的编纂已进入后期，大量志书业已付梓。新编《江永县志》始

于1990年夏，县志编委会和县志办公室执事诸公，奋发图强，勤于学习，既

尊重、借鉴他人经验，又能开拓创新；既符合志书体例，又实事求是。“土特

产”、“瑶族”、“女书”诸篇，很能昭示江永县的特点，实属难能可贵。

余于，972年至J79群在江永工作三个年头，后在中共零陵地委和省直机关

工作期间，曾多次去过江永。1993年初冬，吴多禄君枉顾寒舍，携其编纂之

《江永县志》送评稿，洋洋五巨册，百万言。并代表当地县委、政府盛情邀余

参加评稿会议，为县志题写书名。余很想与会，后因公务缠身，未能如愿，内

心实为不安。其后，吴君再访，嘱余为之序。

江永地处湘南边陲，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所产香米、香柚、香芋、香菇、

香姜统称“五香”，闻名遐迩，驰名中外。瑶族故地千家峒和奇特的女书，更是

世界二绝。江永历史悠久，学子迭出。宋代周尧卿，连同弟、子、侄、孙共十

四人中进士，传为千年佳话。明清蒲秉权、杨延献、蒋云宽等人，留有甚多传

世之作。民国期间，何薰系湖南四大画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更是

人才辈出，不少是为江永之光。

新编《江永县志》纵贯古今，横排门类，将江永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

状的方方面面熔铸一体，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面貌，谋篇布局得体，有所创

新，时代性鲜明，地方特点突出，资料翔实、丰富，详略得当，行文流畅，文

约事丰，具有较强的“资治、存史、教化”以及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之功能，是一

部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的志书。

读后颇感欣慰，因略述所见，聊当序文。
’

私玛嗵
1995年元月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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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随着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不断深入发展，新编《江永县志》应运而生，并

公开出版发行。这是江永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新成果，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

喜事，值得庆贺。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古往今来，编史修志，历为有

识之士所重视。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县令胥从化始修《永明县志》一

部；崇祯八年(1635)，知县张景星增修《永明县志》一部；清康熙六年

(J『砸7)，知县谭唯一监修《永明县志》一部十二卷；康熙四十八年(1709)，

知县周鹤纂修《永明县志》一部十四巷；道光二十六年(1846)，进士王春藻

主修县志一部十三卷；光绪三十三年(1907)，知县万发元监修《永明县志》

一部五十二卷。尔后舳余年一直没有编修出县志。至今保存的虽然只有清朝

四部县志，明朝所修’两部县志仅有序无章，然而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有价值

的文化遗产。新中国诞生后，江永欣逢蛊世，全县人民革故鼎新，励精图治，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我

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江永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

来，探索一条符合客观实际，具有江永特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子。这就需要

我们深刻认识县情，不仅要了解现状，而且还应洞悉历史的演变及其兴衰得

失。为了更好地了解江永历史，研究江永现状，制定建设江永、振兴江永的决

策，中共江永县委、江永县人民政府决定编修新县志。1989年3月，成立江

永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抽调人员，拨付专款，开展县志编纂工作。在

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和省、地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通过各

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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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

部门的通力协作，全体修志人员的艰苦努力，历经五个春秋，二易其稿，终于

编纂成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在编修县志过程中，全体修志人员付出了

艰辛的劳动，省、地地方志编委会领导、专家、学者及各部门、各界人士给予

了热情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新编《江永县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广

征博采，探本求源，全面记述了江永建县后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系统地

记述了江永在演变与发展过程中的成功与挫折、经验与教训。特别是重点记述

了1949～1990年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

经历的曲折道路，是一部资政辅治的百科全书。我们要认真阅读，从中掌握历

史发展的规律，加深对现状的认识，研究前人的治理方法，吸取经验，从而兴

利除弊，扬长避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办好各项事业。同时，还可以运用县

志，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近代史和国情教育，让子孙后代懂得今天的

幸福来之不易，从而坚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

国的信念，自觉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团结一致，继续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为振兴江永作出贡献。

在《江永县志》出版之际，略抒感慨是以为序。

中共江永县委书记／翟钣乡-

江永县人民政府县长 产球
一九九五年元月

滋●■—霾7



凡例 1

凡例

．， 一、本志编纂，以为本县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

乡土教材：为科学研究保存地方史料为宗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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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江永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和资料性统一。 ，

三、本志除概述、大事记外，共设35篇。概述，钩要提玄，略带策论；大

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略记本县公元前221年到1 993年间的大

事要事；各专业分志为本志主体，横排竖写，述而不评，篇下根据需要设章、

节、目，或于篇、章、节首写有小序，不拘一式；人物篇，’荟萃本县古今各界名

，人、要人或代表性人物；杂录，为其他各篇不便归入的必要之资料，原件移植，

不施刀笔。照片插于书前，图、表随文。

四、本志上限因事而异，一般为1 840年；下迄1 990年，大事记和县党、

政、军领导人名录延至1 993年。 ，

五、记事以本县1 990年的行政区划地域为记述范围，对江华县4区1镇划

入江永县期间的数字，一般剔除，个别难以剔出则注明。

六、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旧纪年，加注公元纪年；其后均

采取公元纪年。。公元前”简称。前”，“公元后”字样略。新中国建立(前)后指

1 949年1 O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江永解放(前)后以1 949年

1 1月21日为界。

七、历代政权、职官和地名等称谓，均沿用历史通称。涉及古今地名不一致

者，注明今名：断限内县、乡镇和村的名称变动列入《建置》篇，其他各篇不再

№
i

。l露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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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对人物一般直书其名，不冠褒贬词，必要时加当时职务。专用名词术语过

长者，茵次出现时用全称，其余用简称。

八、计量单位和符号，除记述历史情况沿用历史上的习惯用法外，均按国家

规定采用法定计量单位书写。货币以各个历史时期通用者记载；人民币为现行新

币。
’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和规范简化字。数字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七单位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统计数字原则上以县

统计局的数字为准，统计局缺或明显有误的，用主管部门的数字或经考证的数

字。全县总数包括在境内的非县属单位。

十、本志资料来源，取自各级档案馆(室)、县志、史籍、有关报刊和专著，

以及各单位提供的专业志和收集的口碑资料。凡考证无误者即予载入，一般不再

注明出处。

l

镌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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