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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一

县志与国史，大同小异，乃一方之百科全书：人文，物产、世俗民情皆包罗
其中。政赖以通融，民赖以教化，历代注重。麻阳修志，始于明而盛于清。明万历

十四年，知县蔡心一主修《麻阳县志》。惜其不传，难以考求。其传于今者以清康

熙九年《麻阳县志》为肇端。其后至同治十二年，凡七修《麻阳县志》。‘其中除

《(雍正)麻阳县志》失传外，余均存今县志办。这些旧志虽然由于阶级立场、观

点、方法等原因，从内容到形式均有其局限性，但它对于了解前人和社会的发展，

仍是非常珍贵的遗产。民国时期几次议修，只因时局动荡，经费拮据，终无结果。

J9卯年9月，广集人力，撰成《麻阳解放十周年》，以油印本问世。由于“左”的思

想干扰，志事中断。时至今日，麻阳历史记栽断脱长达一百余年。地方典籍湮没，

又未及时续史延流，一县地情难窥全貌，急需一部用以。资政、教化、存史”的县情

总览。修志之举，刻不容缓。J粥7年，我主持麻阳政事，于8月巧日向县人大常

委会提议，经审议通过，决定新修《麻阳县志轨乃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制订方

案，厘定篇目，组织专职人员，开展内查外调，广泛征采，搜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

料。然后，编纂备行各业专业志。继而抽调人员，以专业志为基础，总纂县志。编

纂同志，不分昼夜，默默无闻，忘我笔耕，历经五个寒暑，七订篇目，八易其稿，

终于完成这项浩繁的工程，为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他们此种高度的革命

责任感，不辞艰苦的辛勤劳动，受到了麻阳人民的极大崇敬。借此，我代表中共麻

阳苗族自治县委，谨向所有关心本志并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新修《麻阳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翔实的资料、正确的

观点、科学的体系、鲜明的特色、朴实的文字，记录了麻阳的历史与现状的方方面

面，手披一卷，可察古知今，看到时代前进的曲折道路和近十余年的巨变，为我们

认识麻阳，探求规律，兴利除弊，发挥优势，实行正确的决策，提供了依据；为关

心麻阳建设的四方人士。提供了资料。我作为县志编委会主任，理当同庆同乐，志

喜志贺。兼以屡受嘱托，情难推却，书此数行，以纪其始末。是为序。

中共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谭绍银
1991年l 2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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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发展、历史沿革，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衰兴；从中更可以看到走社会主义

道路的必然性和未来的希望。麻阳有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有今天这样的先进社会

主义制度，有现在这样的经济基础，我们深信，只要我们坚定共产党领导的信念，

坚持改革开放，开拓前进，麻阳的未来一定更加光辉灿烂．

愿勤劳勇敢的麻阳各族人民，在这块丰腴的土地上不懈耕耘，继续奋进，创造

亘古未有的英雄业绩，谱写新的历史篇章．谨序．

麻阳苗族自治县县长陈志强

J99J年J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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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新编《麻阳县志》，七经春秋，数易其稿，终于出版同世。这是全县各族人民

·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可喜可贺!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吏上的优良传统。但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用新的规点，新的方法和新的材料编撰新的县志，又是一项新的工作。

时代不同。，条件各异．传统该借鉴，体例须创新，借鉴固属不易，创新尤觉艰难。

期间必然有一个学习、，探索、再学习、再探索的过程。现在贡献给读者的这部新编

《麻阳县志》，就是麻阳县志办及所有参与编辑的同志们经过多方调查，反复探索，

化费了大量心血，而结出的硕果。

志书是“一方之百科全书。，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麻阳县志》如

实客观地记述了自唐初建县以来一千余年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浓墨

重彩地记述了t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麻阳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不隐恶、不虚

美”既记述成绩，也不回避失误；’既写出了优势，也指出了劣势。当政者，可以

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科学地决策麻阳的现在和未来。县志从不同角度反映本

县各族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将激励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为建设好家乡做出自己

的贡献。这部新县志就是一部很好的乡土教材。 ·

编修《麻阳县志》是一项浩繁的综合工程，既有前任者热情支持关注，复得各

行各界共襄其事，乃广集本邑人才，拨付专项用款，时经七栽，终成j12卷及概

述、大事记，百余万字，并配以图表，．俾一志在手，麻阳之古往今来，纵横左右，

无不坐收于几席之间。其事之伟，其业之宏，足以当“倚欤盛哉”之誉．我继任县志

‘主编，审订编印之责，难卸仔肩，通读全志，乐观其成，不禁深以县人孜孜于乡邦

文献而有所感，适志办请序于我，谨书凡言，以为序。

麻阳苗族自治县县长张湘友

1993年9只



●

序
●

序．四 ．

盛世修志。

． 修志的目的在于资治、存史、教化，强调“贵乎致用”。所谓资治，就是要吸取·4

和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当前和今后“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即为麻阳的政治和

各项建设事业服务；所谓存史，就是把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人民艰苦努力建设社会主

， 义的各项事迹记载下来；所谓教化，就是要用志书作乡土教材，教育人民发扬党的

优良传统，坚持≯会主义方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

新修《麻阳县志》是麻阳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社会主义初一

级阶段的理论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记述了麻

阳县建县一千三百多年来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民族等诸方面

的情况，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历程。其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

，例完备，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时代特色，是一部较为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全书。

相信它的付梓将对麻阳的“两个文明”建设起巨大促进作用，希望县内有识之士人手

一册，以史为鉴。

谨向为《麻阳县志》的编修、出版发行工作给予指导、帮助、支持的各有关领

导、专家学者和各方面的人士致谢，向为本书编修作出艰辛努力和贡献的编纂人

员、工作人员致谢。

中共麻阳苗族自治县委书记黄孝森

1993年i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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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宗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地记述麻阳县自然

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使本志具有。赘治、存吏、教化”的功能。

二、断限：上限自设治起。对各项事物的记述尽量追本溯源。志其发端；下限一般

止于j粥9年，对有些连续性强需叙明原委的大事、要事，则越限至搁笔为止。

三、结构：首列概述，总揽全志；次为大事记，勾勒脉络；之后按地理、。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的顺序设卷；卷下设章、节、目；束辍附录。

四，内容：既全面记述。贯通古今，立足当代．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重点，充分反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性、必

然性，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同时，记述苗族人民奋进的英雄业绩和民族风情，以体

现麻阳的地方特色．

i．五、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社会贡献大、影响面广的革命烈士和已

作古的英雄模范，知名人士及清正官吏等立传，以本籍人为主，兼传客籍人；对个

别为历史唾弃的酷逆亦予立传，以警世人，教育后代；对于有突出贡献的在世人

物，则按。以事系人”的方法，或于有关章节予以辑录。

六，体裁：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六种形式，以志为主。在部分卷内，

冠以无题小序，以综合归纳．指明要点。或反映规律，彰明因果。在若干幸节之

后，设有图表或附录，以补充正文，深化主题。

七，章法和文体：各类专卷，均以类系事，横排竖写，叙而不论．文体，除引

用古籍外，一律采用语体文，力求严谨，朴实、简洁、规范。

八，历史纪年：中华民国以前的，采用各个朝代的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民国

时期的，采用民国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竹∥一律以公元纪

年．并以J9锣年9月29日麻阳县解放为新旧界限。J949年9月29目前称解放

前，9月29日后称解放后。
’

九、计量：J『9鲋年以前的，按各个时期通用的计量单位记述，盛要时夹注按

(1＼●_-—、



麻阳县志

现行法定计量单位折算。J9W年后的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记述。

十、资料来源：主要来自各级档案、报刊、正史、旧志、族谱、专著、文物考

古，以及当事人’知情人的口碑资料；皆经佐证鉴别，一般不注出处。

十一、地名：有的村庄，在不同时代，称谓不同，或音同字异，或音异字别，

均照样而录。对容易产生误解的则夹注。一般不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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