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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武陵源是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她以美丽的自然风

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迅速崛起的现代文明，伴随着改革

开放的浪潮，生机勃勃地走向世界!在张家界市建市十周

年之际，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出版《武陵源风景

志》，嘱为作序，盛情难却，欣然命笔，以此对这一有益当

代、惠及子孙的盛事诚表祝贺。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包括我国第一个森林公园——张

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和天子山、索溪峪两个自然保护区以

及随后开发的杨家寨景区。境内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茂

密的森林、幽深的谷壑、多姿的溪涧、变幻的烟云、奇妙的

溶洞和淳朴的田园风光，构成一幅奇、秀、幽、险、野的立

体长卷画，蔚为壮观。这里有较为完整的、原始状态的生

态环境，保留了丰富的物种资源，被誉为自然博物馆和天

然植物园、动物园。1982年，省人民政府确定建设开发武

陵源。1988年，国务院公布武陵源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专家实地考察，批准



2 序

将武陵源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5年3月，江泽民总书

记视察张家界，题词“把张家界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

游胜地’’，极大地鼓舞了张家界市特别是武陵源区人民发

展旅游业的热情。很多国内外社会活动家、实业家、知名

艺术家和新闻工作者先后到景区观光、指导并大力宣传，

扩大了武陵源风景区的影响，使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架起了与国际旅游经济接轨的桥梁。武陵源风景

区的开发成功，凝聚了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心血，也是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胜利。

首次编修的《武陵源风景志》是湖南省志四部专志之

一。由湖南省林业厅、张家界市人民政府联合承修，融汇

了多方面的关注、支持与努力，历时八年完成。全志以“风

景"为主线，采用条目体，记述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历史

和现状，既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又可为旅游观景服

务。这部志书，系统性、实用性、资料性皆备，内容丰富，重

点突出，图文并茂，反映了武陵源旅游事业的新发展、新

变化、新特点、新成就。《武陵源风景志》的出版，对进一步

促进景区的开发建设，对张家界市乃至全省的改革开放、

发展经济，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国内外的文化交

流、增进民族团结，实现本世纪末把我省建设成为全国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3

游大省和亚太地区著名旅游区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祝愿拥有世界品位的风景明珠武陵源更加璀璨夺

目，名播寰宇，成为世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杨正午

一九九八年六月

(本文作者系湖南省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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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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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陵源风景志》(简称《武志》)是《湖南省志》专志之一。首

修。全志以风景为主要内容，记述武陵源风景区的旅游事业在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蓬勃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进一步发

展旅游事业服务。 ， 。

二、《武志》记述范围主要为武陵源区，部分内容涉及各近邻

区、县。资料收集时限，上溯不定，下限至1997年底。

三、《武志》编写采用条目体，不分章节。横排分七个专题，各自

独立成篇，篇下按需要设一至三个层次。

四、志首设概述，以总摄全书，着重记述风景区自然风光的总

体特色和历史背景以及发展状况。七个专题之后，是和概述及全志

呼应的大事简述和辑录。

五、景区景点和自然环境两篇，反映风景区的自然景貌及其成

因，并对景区水文、气象状况和野生动植物的观尝价值作了介绍。

六、人文景观包括民俗风情、文学艺术、名人览胜三篇。主要记

述风景区内土家、自、苗备少数民族独特的风俗、文化；选编历代特

别是近20年来公开发表过的有关风景区的诗、词、楹联、散文、歌

曲、摄影、书画等作品；按首次登山时间为序，汇集景区开放以来部

分名人游览风景区的情况。

七、旅游服务和建设管理两篇，记述风景区主要旅游设施、服

务水平和管理状况，简介景区硬件建设成果。

八、为使《武志》图文并茂，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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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著名景观及有关内容的照片。这些照片大多在杂志、画报、

专刊上发表过，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九、《武志》编纂一般遵照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考虑到风景

志的特殊情况和需要，在记述景区景点时有的采用了文学描述手

法。在诸如农历纪时、民俗风情、民间传说和收集的原著中，部分数

字仍沿用汉字。

十、全书所用资料经过查证，有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作了审阅。

除少量引文和重要资料注明出处外，一般均不注明资料出处。

十一、《武志》由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托省林业厅和张家界

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写。张家界市史志办和武陵源区、永定区、慈利

县、桑植县政府及志办大力协同，在资料采集、编写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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