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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湘潭

市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

作用。

二、本志上限起于1840年．下限止于1985年；个别

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坚持详近略远，详市区略县区，重

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记述原则。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为1985年12月底的湘潭

市行政区域。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按事物

的领属关系设置篇章。

五、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按标准入志。

六、本志分十一册出版：(一)总类；(二)城市建设；

(三)工业经济；(四)农业经济；(五)财政金融贸易，(六)

经济管理；(七)党政群团I(八)军事司法；(九)教科文卫l

(十)人物；(十一)社会。各分册分别称《湘潭市志》第×

册。



七、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及月、日用阿拉伯数字，民国

以前的历史朝代纪年及夏历(农历)月、日用汉字。历史朝

代纪年先写朝代、年号，再注明公元纪年，连续出现同一

历史纪年，不连续加注。

八、本志所称“解放前"、“解放后"是以湘潭县、湘乡

县1949年8月解放为界。

九、本志所称全市(境内、市内)，包括雨湖区、湘江

区、板塘区、岳塘区、郊区、韶山区、湘潭县、湘乡县；称市

区，包括雨湖区、湘江区、板塘区、岳塘区、郊区；称城区。

包括雨湖区、湘江区、板塘区、岳塘区。

十、本志所记古地名，一般注明今地名；使用乡、村地

名，均冠以县名；今地名以市、县地名管理办公室核定的

为准。

十一、本志使用法定计量单位，按国家和省有关部门

的规定书写。旧计量单位，凡有确定换算值的，各篇首次

出现时，注明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十二、本志使用的统计数据，一般为政府公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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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境内教育事业素较发达。南宋时境内碧泉书院，就是

理学重要流派之一的湖湘学派发源地。清代教育以科举

为中心。湘潭儒生应科举和中式的较多，人文称盛。其中，

有些儒生没有完全受制举之业的束缚，成为颇具才识的

人物。

清末新学兴起。光绪二十八年(1902)，湘潭县昭潭等

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公立湘潭县学堂在陶公祠创建。随

后，美国长老会开办益智中学堂，光绪三十年，湘乡县东

皋书院改为湘乡中学堂，并开办荷花池初等小学堂和周

南女学堂。次年，湘潭私立楚山两等小学和第一所女子学

堂——龚氏女学创立，并设蒙养班，光绪三十二年，湘乡

县东山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各学堂教学以“忠君”、“尊

孔"为主旨，也开始传授“格致’’等科学知识。是年，湘乡公

立中等工业学堂创设于涟滨书院；宣统二年(1910)]＼月，

湘潭县人郭省吾等办蚕业讲习所，分别开两县职业技术

教育的先河。但这时仍以旧学为主。

辛亥革命后，学堂一律改称学校，一批公、私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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