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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石玉珍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分册刊行面世，这是一

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

这套丛书，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民族到

文化，从人物到风貌，从历史到现实，多侧面，多角度、多

层次地勾勒出了我州概貌，其中，有兴有衰，有起有伏，有

成功，有失败，有顺利，有挫折。所记述的各族人民共同

创造的历史，如幅幅画卷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古人

云：“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这套丛书，亦是一面古镜，使

我们从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中把握其兴替，探索其规律，吸

取其教益，并进而获得资治的依据，化为前进的力量。一

卷志书在手，州情昭然若揭。对州情了解得越具体越真切，

我们治穷兴州工作就会更加实在，更加充满必胜的信心。

这是一套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具有崭新的风貌，独具

的特色。我州从明武宗正德年问起至民国初期止，共纂修

了府志、厅志、县志、卫志等约30余部。作为历史的纪录，

这些旧志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今仍有参考借鉴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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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然而它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无处不深深烙上封建统

治阶级的印记。在历史条件局限下，编纂者不可能不抱有

阶级的偏见，也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事物的本来面目

及其发展轨迹，因为他们编纂地方志的目的乃是为了维护

统治阶级的利益。我们今日修志，其目的性与旧时代迥然

不同，即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请大家读读

州志丛书就明白了。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

是的原则，略古详今，略同详独，注重体现时代特色和民

族特色；资料较为翔实，体例颇为新颖；可为我州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j提供较系统的有科学依据的基本情况，可用

以向各族人民进行州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

育、革命传统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可积累和保存地方文

献。海内外一切关心湘西自治州建设的人士也能够由此增

进对自治州的认识和了解。新编的州志丛书，绝不是旧志

的续篇，也不是现有档案资料的简单摘录和汇集；而是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认真研讨、撰写、总纂

而成的严谨朴实的资料性著述。我们相信，这套丛书对于

我州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将

会与日俱增；不仅服务当代，而且惠及后世。

几年的实践证明，编修方志，绝非易事。资料难找，经

费拮据，经验不足。真可谓难度很大，步履艰辛。广大修

志工作者在困难面前并没有畏缩，而是艰苦奋斗，默默奉

献。经过广征博采，加工整理，考核校正，精心编纂，字

斟句酌，反复磋磨，数易寒暑，几经修改，终于写成一千

万字系列的综合性著作，殊为一大贡献。州志丛书的出版，

是全体修志工作者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条战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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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辛勤劳动创造的成

果。字字句句皆蘸汗，节节章章总关情。欣值出版之际，让

我代表州委，州政府和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向丛书的编纂

者，采访者和参与者致以衷心的谢意!

丛书的出版，并不意味修志工作便告结束，而是应当

以此作为良好的开端，把修志工作更加扎实地开展下去。我

们要认真地总结过来几年的实践经验，肯定成绩，看到不

足；要进一步开展方志理论特别是民族方志学的研究，提

高编纂水平；要积极利用已收集整理的资料提供州情咨询

服务；要努力创造条件，采用一些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储存

资料，为下届修志打下坚实的基础。任重道远，仍须继续

努力。“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套丛书的出版，虽然经过多次修改、评议，审定，但

疏漏之处，不足之处，甚至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望方志界

专家、同仁与广大读者不吝指教。我们将在总纂《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志》时加以补正，以臻完善。

让我们遵循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

线，同心同德，踏实工作，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民族

经济发展，为建设一个文明、昌盛的湘西自治州而努力

奋斗。

谨以为序。

199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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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水利电力局局长符兴武

盛世修志，百代流芳。经两载苦撰，广征博采，去伪存真，字

斟句酌，数易其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部水利电力志终

于杀青付梓，可喜可贺。本志共8章计28节，是湘西水利电力建

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珍贵史料汇揽。

湘西境内高山耸立，溪峪纵横，水资源的开发历史悠久。明

嘉靖初年，大庸建成了州境第一座水利工程——千总坝；延及清

代，筒车和水碾广为湘西村民采用。前代铭下的水利工程管理碑

文，至今依稀可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利电力建设经历

了四个发展阶段，广大科技人员与全州各族人民一道，共同谱写

了社会主义水利电力建设的新篇章。至1988年，全州兴修各类水

利工程4．87／处，蓄引提总水量II．42亿立方米，灌溉面移l达153．74

万亩；兴建电站353处，总装机容量16．9万千瓦，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从而，为湘西经济腾飞，民族振兴奠定了基础。 ．

应该看到，湘西自治州的人文地理因素，给水利电力建设带

来了一定的难度。仅以灌区工程为例，依山结渠，渠线蜿蜒曲折，

隧洞、渡槽与倒虹吸管等附属建筑物处处可见，单位灌溉面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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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昂贵。1949年前，州境无一座上型水库，旧社会遗存下来的惟

有少量山塘、小河坝与简易沟渠。“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湘西水

利电力工程，几乎是全州各族人民肩挑背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完成的。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来之不易。

湘西水利电力四十年，积累了成功经验。党和政府始终如一

地重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将其作为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之一，资

金投入4．199亿元，这是湘西水利电力建设的关键所在；全州各族

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常年施工和冬修突击相结合，群

策群力，这是湘西水利电力建设的群众基础；全州水利电力工作

者，对事业高度负责，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这是湘西水利电力

建设的技术保证。但是，亦存在着失误。水利建设曾一度出现“重

数量，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工程遗留问题不少，

基础设施失修老化，因而尚没有充分发挥工程应有的效益。“前事

不忘，后事之师”。通过修志，将这些经验教劲lI记载下来，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

志稿雏成后，通过评审修改，咨取善道，察纳雅言，共襄盛

举，得以将奋斗在湘西水利电力第一线的当代“大禹”的业绩存

馨卷内，留香汗青。我从事水利电力工作二十余载，深知全州水

利工程尚难满足农田灌溉的需要，面临着旱洪灾害的考验；电力

能源与日益发展的城乡经济建设，亦存在一定的供求矛盾。我们

的事业任重而道远，谨愿与诸同仁一道，进一步转换机制，深化

改革，辛勤耕耘，开拓前进。 ．

本志力图详史之略，辨史之误，补史之缺，续史之无，也并

非完美无缺。对历史上存留的某些疑难问题，也许未能作出科学

的解释；某些史实的记述亦难免出现纰漏，恳望读者不吝指正。

1992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记事，上限至事物在州境的发端，旱洪灾
●

，

害上溯至南宋绍兴5年(11 35)，水利上溯至明嘉靖初

(1522)，下限至1988年。

二、全志分志、述，图，表、录等体，以志为主。

除概述、附录外，章下分节．目，子目，凡有地方特色

的事物，力求详述。

三，本志记事，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横排竖

写”的方法，力求贯通古今。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力求文理通畅。

五，本志内插有图、表及照片，藉作记述补充。

六、史料来源，主要是湖南省与自治州的档案部门

和县、市水电局，统计数据以省、州统计年报为准，辅

以外调和口碑资料，均经反复核对后方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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