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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汉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后，各行政区域在定期向

中央作地情报告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为记述政区地情的地方志

书。此后，地方志书的编纂日益推广，连绵不绝。随着成果和经

验的长期积累，地方志书的内容、形式和编纂方法，也渐趋完

备。 。 ：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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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地方志书是反映政区内自然和社会状

况的一种载体：它是一种精神产品，也是一种文化成果。它的产

生和发展是必然的。但是，绝不能说，凡是封建国家，就一定有

地方志书。世界历史上许多封建国家就不曾有过地方志书。可

见，地方志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特色。这是中国特殊国情所

决定的。

第一，中国自秦汉就拥有幅员辽阔的国土，各政区地情的差

异很大。第二，中国在约二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虽曾经有过裂土

，纷争，但绝大多数时间维持和发展着大统的局面。第三，中国封

建时代的文化获得高度发展，为世界其他封建国家所不可企及。

这大体上不仅是国家文献典籍而且是地方史志资料都非常丰富的

原因所在。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宗法社会里，地方志书自然要受

到对自然缺乏科学认识的限制，受到宗法伦理观念的渗透，这正

是其所不足。然而，地方志书所记述的自然环境变迁和社会人文

演进的史实，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代，都有它重大的意义。
。

第一，地方志书记述自然和社会状况，是因地制宜发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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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依据。第二，地方志书是加强地方和中央联系的纽带之

一。第三，地方志书曾多少突破了世系宗族伦理观念的束缚，而

有利于政区内宗法氏族观念的淡化和民族之间的融合。第四，地

方志书所包含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交通阻塞、关山难越的

严密封闭状态的一点补救。第五，地方志书对许多学科领域的科

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资料。第六，地方志书是激励官吏清

正廉明，勤政为民；教化民众热爱家乡，敬业乐群的乡土教材。

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化。事实表明，地方志书为增强中华民

族凝聚力，作出了它应有贡献，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不论科技

如何发达，信息怎样快捷，一个大国行政区域的社会演进，既有

共同的轨迹，又有各自不尽相同的历程。人们认识这些异同，永

远也离不开“以史为鉴”这棵思想常青之树!因而我们党的三代

领导集体，都很关心修志这项文化事业的发展。
‘

．。 在古代，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图书文献收藏的不易和管理

的不健全，加之水火兵灾的破坏与行政区划建置的屡有变更，使

得地方志书所遭受的损失尤为严重，因而地方志书很难流传久

远。 ．

古代修志，其所记述的内容，例多“统合古今”，对当代以

前的地情与前志重复，类似抄作。虽间有修订，然其质量取决于

主纂学识之高下。前者因多可征信，后者则舛谈甚多。可以认

定，每层地方志书都“统合古今”，耗财费时，以抄作前志已载

的地情，殊不可取。最好是对前志确需订正之处，用适当方法加

以说明，以免重复。

本书所修《湖北省志》，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志书。它的上下

断限为1840年至1985年，对上限以前的地情，自然不宜蹈旧志

“统合古今”的故辙，但又必须对考古的重大进展和史学研究的

丰硕成果所改写的历史作出交代。于是将“湖北地区古代大事

裹’、“湖北古代人物”、“湖北省地方志目录”和“部分旧志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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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编成《附录》，列为卷末。意在借此对古代湖北历史演进的

梗概、修志成就及其经验作个回顾，以备读者参考与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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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66年(汉宣帝地节四年)⋯⋯⋯⋯⋯⋯⋯⋯⋯⋯⋯(27)

前50年(汉宣帝甘露四年)⋯⋯⋯⋯⋯⋯⋯⋯⋯⋯⋯(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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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8年(汉元帝建昭元年)⋯⋯⋯”¨“⋯⋯⋯，·：··(27)

前6。前3年(汉哀帝建平元年至四年) ⋯⋯⋯⋯⋯(27)

前1年一公元1年(汉哀帝元寿二年‘、 ． ，

至汉平帝元始元年) ⋯·⋯⋯o．．．．⋯⋯⋯⋯⋯⋯··(27)

2年(汉平帝元始二年) ⋯⋯⋯⋯⋯⋯⋯j⋯⋯⋯⋯．．(27)

17年(新天凤四年)⋯⋯⋯⋯⋯⋯⋯⋯⋯⋯⋯⋯⋯⋯(27)

21年(新地皇二年)⋯⋯⋯⋯⋯⋯⋯⋯⋯⋯⋯⋯⋯一(28)

22年(新地皇三年)⋯⋯⋯⋯⋯·0 m,m Q O O Q·BI⋯⋯⋯⋯⋯·(28)

23年(更始元年，新地皇四年)⋯⋯⋯⋯⋯⋯⋯⋯⋯7(28)

24年(更始二年)⋯⋯⋯⋯⋯⋯⋯“⋯⋯⋯⋯⋯⋯⋯·(28)

东汉⋯⋯⋯⋯⋯⋯⋯⋯⋯⋯⋯⋯⋯⋯⋯一⋯⋯⋯⋯⋯‰(29)
⋯

25年(汉光武帝建武元年)⋯⋯⋯⋯⋯⋯一⋯⋯．．．⋯·(29)
。

27年(汉光武帝建武三年)Y⋯⋯⋯⋯一⋯⋯⋯⋯⋯(29)

’28年(汉光武帝建武四年)·、⋯一⋯．．．⋯⋯⋯．．．⋯一·(29)
+

29年(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

30年(汉光武帝建武六年)⋯⋯⋯⋯⋯⋯⋯⋯⋯⋯⋯(29)
’

33年(汉光武帝建武九年)⋯⋯··：k⋯⋯⋯⋯⋯一⋯(29)
， 35年(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0)

。36年(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0)·

41年(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j(30)

j 47年(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30)

、 60年(汉明帝永平三年)⋯⋯⋯⋯⋯⋯⋯⋯⋯⋯⋯⋯(30)

67年(汉明帝永平十年)⋯⋯⋯⋯⋯⋯⋯⋯⋯⋯⋯⋯(30)
‘

； 79年(汉章帝建初四年)⋯⋯¨⋯⋯⋯⋯⋯⋯⋯⋯⋯(30)

．+ 80年(汉章帝建初五年)·⋯⋯⋯⋯⋯⋯⋯⋯⋯⋯⋯”．(31)

85年(汉章帝元和二年)⋯⋯⋯⋯⋯⋯⋯⋯⋯⋯⋯⋯(31)

101年(汉和帝永元十三年) ⋯⋯⋯⋯⋯⋯⋯⋯⋯⋯(31) ．

．、102年(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一⋯⋯⋯⋯⋯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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