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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瑶族自治县志≯编纂机构和人员

《江华瑶族自治县S士LY．^》

编纂机构和人员

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4～1985

主任委员王建文

副主任委员 蒋国武 冯生玉 欧志发 吴丁华 f杨家聪i 石瑞英

委 员 韦代瑛 王建钧 李美恒 lj啊 莫明甫 伍石生

刘新伟 王广贵 戴维达 黎兴无 黄金瑞 谢利全

陈友光 何文意 唐安杰 何化平 郑 玲 杨 瑛

刘志喜 李俊湘 于乔绵 唐代雄 邱承贵

1986～1987

主任委员冯生玉

副主任委员、欧志发‘ ，匝囹 李大双
．．

‘

委 员 李兴胜 黄金瑞 团 黎兴无 邱玉庭 圈
王广贵 戴维达。 伍石生 于乔绵 黄生华 邱承贵

蒋 云
‘

“

1988～1993

主任委员冯生玉

副主任委员 蒋柏元 曾广生 蒋崇献 李兴胜
⋯一 - o⋯：．二～。．

委 员 石瑞英 黄金瑞 李大双匿珂 戴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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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赘

黎漪

李国芳

于乔绵

伍石生

黄生华

谢利全

祝富利

欧法旺 罗会义 黎兴无 邱承贵

县志编纂办公室

何天仕

李美恒

主 任邱承贵(1984、6～1986、12) 祝富利(1987、7～1993)

副 主 任 祝富利(1984、11～1987、7月地方志编辑)

任 涛(1987，7～1993地方志副编审)

工作人员 李本贤 (地方志编辑) 骆克家

莫艳梅 圈’
县志总纂室

陈友光

韦代忠

总 纂 戴维达 (全志总纂，分管《行政建置》，《自然环境》，《军事》，《公安司法》，《社

会》五篇)

副 总 纂 曾广生 (分管《民族》、《经济综述》、《农业》、《林业》四篇)

臣圈。 (分管《政党群团》、《文化》、《教育》三篇) j

王广贵 (分管《工业》、《交通邮电》、《人大政府政协》、《科技》四篇)

祝富利 (协助总纂修改志稿，分管《政党群团》、《烟草》两篇)

李本贤 (协助总纂修改志稿，分管《商业》、《财政金融》、《城乡建设》三篇)

邱承责 (分管《教育》、《人物》两篇)

邱玉庭 (协助总纂修改志稿，分管《大事记》、《文化》、《体育卫生》三篇)

任 涛 (协助总纂修改志稿，核实史料、数据)

唐惊玲 (协助总纂修改志稿)

． 李国芳

编写人员戴维达

蒋天久 黎漪

(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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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涛(k事i4、人物、附录、经济综述第一、三章)

李本贤 (行政建置、自然环境、民族、教育、社会)

祝富利 ．(军事)

莫艳梅 (人大政府歧协)

骆克家 (修}『公安 司法、农业、经济综近等有关章节)

刘振华 (商也、熠草) 唐惊玲 (工业、交通邮电)

左隆许 (卫生体育) 孙志科 (农业)

l圭耋垡} (政党群团) 邱希凤 (文化)

杨盛迩 (财政金融) 胡堂宣 (科技)

李树茂 (城乡建设) 陈友光 (公安司法)

臣圈 (公安 司法第二章) 支lJ适时 (公安 司法第三章)

何仕日 (公安+司法第四章) 文lJ求福 (公安司法第一章)

黄茂恒 (公安司法第一章) 尹 德 (经济综述第二章)

裴玉隆 (经济综述第三章第一节) 蒋天久 (林业)

周北平 (林业第三、六章) 何瑞堂 (林业第二章)

何化屯 (林业第五章) 欧法旺 (修订自然地理第一、二章)

郑德宏 (修订社会篇方言节语言部分和民族篇语言部分)

图片摄影 秦平生 奉大春 李本贤 刘宗林匿习 任 涛

朱祥能 徐德禄 杨．显茂 刘 波 刘兴枝 陈小鹰

万光辉

地图绘制郑志亮

参加过修志的工作人员 李寒梅 唐道丰 唐庆益 黄政渊

周和光(编写人大政府政协篇初稿) 祝学知

袁正廉 彭波萍 黄兰萍等。

零陵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稿人员 唐甫厚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验收人员 胥 亚

刘恩达

朱耀一 高尹生

黄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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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瑶族自治县，地处湖南南端边陲，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建置以

来，迄今2112年。古邑江华，山川秀丽，地灵人杰，英雄人物不断涌现。清道光十一．

年(1831)，瑶民领袖赵金龙率众起义，转战湘南，波及两广，震撼清廷朝野。光绪九

年(1883)，湘军将领王德榜奉旨组军抗法，大败法军，战功卓著，被誉为“中兴将

帅’’。尤其是在近代革命史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李启汉、陈为人

参与组建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中流砥柱。解放后，

江华县各地各行各业更是人才辈出，不胜枚举：
．， 江华，不但人文荟革，而且民勤物阜。丰富的矿产资源，早在晋代就有“锡方”

之称；茫茫林海，素以“杉木之乡’’、“绿色宝库’’而称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自治县成立之后，贯彻民族政策，经过国家和兄弟民族大力支持

及县内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坚持改革开放，开拓进取，奋发拼搏，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

日益改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 ’江华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我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一九二七年，投身革

命后，虽然公务繁忙，却时常怀念家乡，曾多次回家’乡探望父老乡亲，深为家乡的

蓬勃发展、巨大变化而感到高兴! ，

欣悉家乡政府倡导修志，县志编委会诸同志苦心耕耘，几经寒暑，多易其稿，

《江华瑶族自治县志》终于成著，实乃家乡之一大喜事。志书史料丰富，体例完备，

特点鲜明，富有时代精神。‘展卷一读，全县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貌、人物、千

百年事，史实纷呈，历历在目，实为故乡资治之鉴、教化之书、存史之册。县志问世，

邀我作序，欣然命笔：在此谨贺新志留芳后世．祝家乡繁荣昌盛!

、／，

_．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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蛳P．．
蓬：限．新，皤．豫秒，篡?弋，



·2· ． 江华瑶族自治县志

江华瑶族自治县是我的家乡，对于家乡的一切变化，我是十分清楚的。

江华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地和庄园"的大山区。“桂林式”的岩峰与溶洞，遍

布于丘陵谷地，千姿百态。尤以横跨湘粤桂三省(区)的大龙山，“峰秀数郡之间”的

九嶷山，号称“梧岭南屏"的姑婆山，三足鼎立，气势磅礴，雄伟壮观；数百条溪河，

曲折迂回于深山荒野，环抱万岭千峰。江华瑶山，不但风光绮丽，景色迷人，而且物

产、资源丰富，素有“锡方卵、。白毛尖茶盛产地"、“杉木之乡’’、“绿色宝库’’之称，是

一方难得的宝地，但尚未得到应有的开发。

江华瑶族自治县成立后，县委、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在国家和

兄弟民族的大力帮助下，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昔日少数民族受压迫、被歧视、贫穷

落后的瑶山，如今变成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经济和社会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

义新山区。现在，人们可以高兴地看到：工业从无到有，基本形成了以矿业采选、木

材采运、卷烟、电力、化工、农机为主体，兼有食品、竹木制品、饲料、印刷、机械维修

等适合江华特点的工业体系。粮食自给有余。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烤烟种植近10

万亩，是湖南优质烤烟基地之一。林业得到大力发展，绿化了荒山，跃进了全国绿

化和护林防火先进县行列，解放以来为国家输送优质木材617·7万立方米，现在

林木蓄积量仍达590．91万立方米‘，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之一。公路四通八达，国

道、省道贯穿南北东西。邮电设施日趋现代化，中小水电站星罗棋布，民族体育、民

族教育先后跨入全省、全国先进行列。群众生活日益改善，全县人民安居乐业-。《江

华瑶族自治县志》以主要篇幅，记载了这些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古人云：“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部好的地方志，可以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

重要作用。《江华瑶族自治县志》，观点正确，史料翔实，对于解放后的巨大成就，记

载详尽，时代精神、民族特点、地方特色突出，可以说是一部较好的社会主义新方

志。一志在手，县情了如指掌，是全县干部、群众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振兴民

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百科全书"，也是了解江华瑶山、建设江

华瑶山西勺资料宝库。它的出版发行，将为全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值此《江华瑶族自治县志》编成出版之际，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邀

我作序，谨掇数语，以示祝贺，并对编纂此书的诸同志表示谢意!
·

， 冯生玉
’

’

1993年S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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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江华县志》自明万历二年(1574)，迄清

同治九年(1870)，曾四次编修。民国时期亦倡导修志，后因县长黄修闾以“戡乱时

期，人力物力困难’’为由而中止，所搜集资料散失殆尽。江华解放后，特别是进入80

年代以来，县内百业俱兴。中共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义不容辞地

担任起“盛世修志”的历史重任，决定编修《江华瑶族自治县志＆。现在，第五部县志

——《江华瑶族自治县志》问世了，这是全县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县志，是一县的百科全书。《江华瑶族自治县志》含总述、大事记、人物、附录及

专志22篇89章302节，约80余万字，史料上溯两千余年，全面记述．了江华的自

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社会等诸方面的演变，写出了封建社会的

落后，民主革命的进步，社会主义的光明。它将为我们各级领导系统地、全面地了

解和认识江华的历史及现状，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依据；为

各级干部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提供历史借鉴；为向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

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家乡教育，提供乡土教材。《江华瑶族自治县志》以马列主义、。

毛泽表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求实存真，秉笔直

书，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在体例上坚持既继承又创新；在选材上立

足当代，详今略古，突出反映江华各族人民艰苦创业，突出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新成就i新变化、新气象，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江华瑶族自治县志》从资料搜集到编纂成书，工程浩翰，任务声艮巨。在编纂过

程中，受到省、地修志部门及有关专家的指导和兄弟县的大力支持；受到一些曾在

江华工作过的老同志的热情关怀。县内各级党政领导、群众团体及企、事业单位积

极配合，通力协作。参加修志工作的同志们，矢志不渝，迎难而进，勤奋笔耕，终成

巨著。尤为荣幸的是，原中顾委常委江华特地为本志作序，并题写书名。在此j我们

谨代表全县各族人民向所有为《江华瑶族自治县志》的编纂出版给予关心，提供帮

助，做出贡献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盛世修志，志载史实。过去的已成为历史，未来要靠大家去创造。我们希望通

过县志的出版发行，使全县人民更加了解江华，热爱江华，激发建设江华的热情j

树立振兴江华的信心，继承革命传统，坚持改革开放，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光

辉业绩，!
‘

， 中共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 周永亮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宏
．

‘，

’1993年5月
-



凡例

凡‘例

一、本志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系

统地记载江华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全面体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光辉成果，体现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力量，体现改革开放方针的正确性，很好

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二、结构采用平行分目法，设篇、章、节、目、子目五个层次一篇前一般设小序，

章节一般不设序。不宜单独设篇的，就联合设篇，平行设章。 7
．．

三、文字叙述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引文用引号，注释一律用页末注。．

四、表述体裁以志为主，记、志、传、图、表、录等并用。图、表、录有的集中编排，

有的穿插在有关章节之中。 -．，

五、对各个时期的党派、机构、职务、地名，均以当时名称为准，不加褒贬，不用

今称。各种名称第一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如名称过长，则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

已经流行的简称。使用古地名时注明今地。

六、历史纪年，先书朝代年号，再注明公元纪年。年表中的历史纪年，则先书公

元纪年，再注明朝代年号。不用时间简称，不用不准确的时间概念。用农历时间则

加以注明。
’

七、世纪、年代、朝代纪年，农历年月日、数字专门名称、单独使用的个位数，以

及叙述性语言中的数字，用汉语数字(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年龄、

百分数、千分数、比例、统计数字用阿拉伯数字。五位数以上的大数字，以万和亿为

单位。

八、立传人物以江华籍为主，客籍人物适当传之。传主，按卒年排列，未立传的

烈士入英名录，抗日阵亡将士列阵亡将士名录。生人不立传。省级以上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及在外地工作的副处级干部和副教授以上的科技人员均列表记载。

九、计量单位名称，采用国际单位制。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名称，照实记

载，旧人民币值一律折算为新人民币值。
。

十、局以上行政机关沿革，在政务篇记述。

十一、本县部分区、乡，在成立自治县时曾析归江永县管辖。后又分期划归江

华。其析出后的历史统计数字一般未予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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