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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龙

‘时常有关心中湖杨家界开发的朋友对我说： 。杨家界作为

一个新开发的旅游区，应该有一些全面反映杨家界各个方面情

况的综合资料，以便人们更好她了解杨家界，推销杨家界。”

是的，过去我们一直遗憾于拿不出一部从历史、地理、政治，

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诸方面反映中湖的综合资料，现在有

了，《中湖乡志》问世了，中湖终于有了一本力图运用马克思

主义历史观来记载中湖过去和现在的地方志书，我们实感欣

慰。

这本《乡志》编纂了近、现代我乡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资

料，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社会生

活、历史大事，民俗风情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一部志书，对

于我们鉴古察今、教育后人、保存史料是有重要意义的。它不

仅是帮助我们了解中湖过去和现在的教科书，而且是我们吸政

历史经验，科学地开发杨家界、建设好中湖将来的重要参考资

料。 ．

从《乡志》中可以看到，在数百年闻，勤劳智慧的中湖人

民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出与大自然作斗

争的坚强毅力和为推动全乡发展而涌现的可歌可泣的悲壮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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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这既是斗争史，又是发展史，更是一幅社会发展史的缩

影．近百年来，中湖人民为获得幸福的生活，曾进行过不屈不

挠地斗争，但始终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新中国成立

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全乡发生了蕊

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改

革开放，党在农村的政策得到了充分体现，人民的生活蒸蒸日

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眼下，全乡人民正以开发杨

家界旅游资源为动力，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朝着小康目标大踏步地前进。
。

． 《乡志》的完成，凝结了编纂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他们在

人员少，资金缺，资料乏的情况下，以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

态度，不畏艰辛，几易其稿，终于做成全乡人民盼望已久的一

件大好事。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永定区志办张振莘同志，武陵源区

政协田波同志，《张家界》杂志社金克剑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

助。同时本乡籍在外工作的同志及关心《乡志》编写的各界人

士，或捐款捐资，或提供资料、或供提服务，在此，一并俺

谢。

可以肯定地说，《乡志》的付梓，会有许多缺陷和不尽入

意的地方，但这不影响它本身的价值，因为这是在中湖土生一乙

麓韵、中湖人民自己写自己的第一本书，是推销杨家界最好附
一份见面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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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地理篇

第一章 建置沿革

第一节 中湖乡名的来历

据考证，大约3·8亿年前，也就是地质史称为晚古生代中

晚泥盆纪的时候，整个湘西北地区地面下沉，发生大面积海

浸。后在1·8亿年至2·5千万年期间，经过印支、燕山、喜

马拉雅三次地质构造运动，特别是。燕山期”的巨大造山运

动，陆地大幅度隆起，海水逐渐退却。中湖属于山区中的低洼地

带，积水成湖，人们称此湖附近一带为中湖，世代相传。新中

国建立以后，因乡政府设在中湖境内，遂称为中湖乡。

另有康中(民国时期以康三峪和中湖两地简化而得名)遗

老认为，中湖乡古名源头。清顺治八年，茅岗世袭土司覃胤昌

等，乘明末清初动乱之机侵占慈利1 4都地(含今中沏乡)，

纳入土司版图，不得人心。熊再时、谷再知、刘明时等人联名

上告北京。康熙九年奉旨驱逐茅岗土司出境。经熊，谷、刘

等公议，指手为界，插草为标，将源头划分为三村十岩。因吊

兰村位居各村，岩的中心(今乡政府住地旁边)，故名中府

里。由于年时久远， 。府’、。湖’谐音， 。中府’改为“中

l



溯”并沿用至今。

第二节建置沿革

中湖先秦时属楚之黔中地。秦统一中国后属黔中郡。浞

．兴，黔中郡改为武陵郡。三国、两晋时属天门郡。隋至元届澧

州慈利县。明仍属l 4都地。清雍正十三年，建永定县，源头

(十四都二区即中湖)属永定县辖地。

民国二年(1 9 1 3)，今永定县建为十三乡，中湖属西敖

乡，包括现在的中湖乡全境，全桑植县的泗南、黄河、木峪、中坪，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所辖的袁家界村，兴隆乡的黄t

塔村、虎势岗村，共6个保。民国三年(1 9 l 4)，永定县

改为大庸县。民国三十六年(1 9 3 7年)，包括原6保和洒

南峪、黄河，甄家峪、柳榔坪，磨子峪共l 1个保，l O 8个

甲，名为康中乡。

1 9 4 9年l O月，大甯解放。1 9 5 0年农历正月初

四，改保为村，成立l 1个农会组织。l 9 5 2年2月，康中

乡成立七区。1 9 5 3年4月，撤消七区，划出泗南峪，黄

河，中坪，木峪四小乡归慈和J，康中乡改名为中湖乡，属教字

垭五区管辖。1 9 5 4年2月，中湖成立野鸡铺、中湖、石家

峪、夜火岗，鱼泉峪，黄官6个小乡，l 9 5 6年合并为1个

大乡。1 9 5 8年9月并入群力人民公社。l 9 6 1年，成立

中溜人民公社，下设野鸡铺，中湖，保月、石家峪，檀木岗、

三家峪，夜火，车家山，长岭岗、鱼泉峪，虎势岗。黄官塔、

青龙垭、碗田界l 4个大队，l O 7个生产队。1 9 6 3年12

丹，划出黄官塔，虎势岗归兴隆公社，划出长岭岗归桥头公

辛J=，划入桥头公社的张古溪o 1 9 8 4年1月，袁家界划归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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