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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

案头，一摞《宁乡县志》审定稿，把我带回到遥远的孩童时代。

童年的记忆真不少，山肴野蔌、溪蟹塘菱、村烟渔火⋯⋯而常在

心头流淌的，第一要数沩江。她是宁乡河流的主轴，湘江的一级支流，

发源于宁乡西陲的沩山。少时，我与村童们常在双江口那段沩江边戏

水、摸鱼。在沩江边听到的故事很多，比如，煤炭坝的煤，要供半个湖；

南烧火；草冲的仔猪，宋朝就出了名，畅销邻近几省；还有沩江源头的

沩山毛尖茶，明、清时候推为贡品，名著一时。的确，宁乡这块宝地开

发很早，物阜人勤，文明进步。在这不到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现

了多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遗址，发掘出惊动世界的商代青铜器

四羊方尊，曾吸引胡宏、张拭、朱熹这些历史文化名人来办书院或听

讲。宁乡留给我的记忆，永远是美好的，不能忘怀的。

文明是正义之根，伟勇之母。正是这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在近”

代神州陆沉的危急关头，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出数以千

计的英雄儿女的血肉之躯，孕育了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刘少奇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上竖起了

一座惊天泣地的丰碑。伟人之风，先驱之业，山高水长。

我不到十岁离开宁乡，沩江水送我入湘江。当时烽烟四起，那场

景，还真担心再也不会回到宁乡，再也见不着那些总角之交了。没想

到五十多年以后，我会因公来到魂萦梦绕的沩江边。宁乡变了，到处

可以感觉到现代化的节律，繁荣景象远非昔日可比。经过解放后四十

多年的艰苦奋斗，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宁乡人民创造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据志稿所载，1990年，宁乡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

入等近十项经济指标进入湖南省前十名，粮食总产量和肉类总产量

均居于全国百强县行列，出I=t乳猪为全国十强县之一。宁乡，已成为



湘中大地一颗璀灿的明珠。

我在1988年冬回宁乡的时候，宁乡修志还处于征集资料的阶

段。据我所知，他们的工作条件并不怎么好，没想到这么快就即将成

稿付梓。功开筚路，不可泯灭，辛勤耕耘，确实不易。

地方志是国家“七·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我虽然是搞自然

科学的，但对于老家的这一社科成果特别欣慰。几番阅读，更是增加

了不少感触。全志上下断限凡150年，仅100万字左右，事丰文约，统

贯古今，而且经济内容比重较大，注意突出人民群众和科技进步的作
用，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明显。作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本《宁乡县

志》，其存史、资治、教化的功用，将与日俱增。凡有阅读能力的宁乡

人，都应认真看看这本属于自己的志书。她作为系统调研的信息库，

对于掌握县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教文化事业，尤有特殊的

意义。

现在，我们正接近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下个世纪，人类将走向宇

宙，将实现信息传递、生物工程和人体生命科学等方面的重大突破。

科学技术将越来越明显地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我衷心

祝愿，一个更加开放、富庶、文明的宁乡崛起在芙蓉之国。

遵嘱，权为之序。·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二

中共宁乡县委书记周里冰

宁乡县人民政府县长陈立湘

新编《宁乡县志》付梓了!这是130万宁乡人民翘首已久的大事。

宁乡，治邑于三国，建县于北宋。襟湘江，面洞庭，藏衡岳、雪峰之

雄秀，素为鱼米之乡，以物阜人勤著称遐迩。境内玉潭、黄材、双江口，

历为兵争、商贸重镇；花明楼、密印寺、灰汤温泉，是游览参观胜地。沩

山雄踞县西，扼湘西、鄂南要冲；俯首东望，阡陌交通，水陆相畅，出入

长、株、潭、益之咽喉。天地有情，钟灵毓秀，唐宋以降，代有英才。宋状

元易山斋、明“三绝’’才子陶密庵、清内阁中书王九溪，各领风骚。迨及

近代，道台周汉、太平天国孝天义王朱衣点，奋起反帝，震惊华夏内

外。现代革命先驱“宁乡四髯”何叔衡、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以及共

和国主席刘少奇、科坛泰斗周光召、一代名将甘泗淇、陶峙岳等竽芗更

是功垂九域，名重五洲。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当修志，载之史册。

宁乡修志，始于明正统年间，厥后，历正德、嘉靖、万历、清康熙、

乾隆、嘉庆、同治，而至民国，屡有增补，纂为九志。惜因兵燹灾患，年
， 久散佚，现仅存清、民五志，所幸齐全，然亦不乏谬误疏漏之处。本次

修志，经两届县政府领导，动员数百同志，广征博采，去芜存菁，辨伪

求真，精雕细镂，九易寒暑，完成于宁乡撤县建市前夕。新志共分35
． 卷，突出刘少奇故乡、革命老区和农业大县之特点；载录近代以来，尤

其是宁乡解放和改革开放以后之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脉络，堪称系

统、完整之县情资料库、信息库。一志在手，可稽前世之盛衰，核考当

今之得失。温故知新，垂鉴后世。我们衷心感谢编纂人员的辛勤耕耘，

衷心感谢各级领导、专家的高度重视和关怀，衷心感谢全县人民和侨

寓外地的本籍各界贤达的大力支持，其功其德，造福当代，惠及千秋。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们忝承党和人民的



重托，任职本县，主修其志，为稽前鉴后，治事律己，对于此一志书，当

案榻必备，细读勤查，以求融会县情，贯通今古，吸取前人之经验教

训，真诚勤恳地当好人民公仆。

县志为一县之百科全书，其意义和作用，诚为一般地情资料所无

，法比拟、替代。希望各级干部、全县人民认真研读，以明县况，以利工

作，以资教育。

宁乡訇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按照跨世纪的要求，尚处

．于艰难开拓之际。而．新编《宁乡县志》的出版，正是献给开拓者的精神

食粮。一我们相信，新志面向人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宗旨，将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断深入人心，光华风物!



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现
行行政区域内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概述、大事记列卷首，次为各专志，按地理、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人物顺序排列，杂录殿后。部分卷、章在正文前设小序：

三、采啁述=l记j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吠志为主体。文体用语
体文记述体1，一般设卷、章、节、目四个层次c：有的节之目芝下，并列各
题皆为二-段文字者，其标题用黑体字。

四、上限一般始子1840年，但因事而异，有的上溯至建置之始或

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90年，少数篇章延伸至1993年。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历史纪年，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

年，连续出现的相近年代不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
公元纪年。

六、党派、机构、职务j地名等均用历史通称，。古今地名不二致者

加注今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地名，以《宁乡县地名录》为收
七、各种数据、图表‘、百分比、公元纪年、民国年号，均用何拉伯数

字。朝代纪年、农历月、日、军队番号、不定数、次第、7专用名词等，用汉

字数字。

八、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名7称，照实记载。中华入民共和国成

立后的计量单位名称、符号，按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发布的《关

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记载i旧人民币值换算为新
人民币值记载。 一

九、人物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以对社会有较大贡献

或影响者为主。除刘少奇、何叔衡传提前外，其余按卒年排序。

十、著录的资料，来自档案、旧志、史籍、族谱、报刊、专著以及当

事人或知情者的口碑。各项数据以统计部门数据为准。统计部门缺失

的，采用主管部门数据或调查数据，不注出处。凡产值，除注明为现行



价以外，均为1980年不变价。

十一、附录索引分内容、人物、图表录三类。内容、人物以首字笔

划为序，凡删去前置“宁乡”或“宁乡县"不致引起歧义者，删去后入索

引；图表录依卷次排列。概述、大事记、后记未入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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