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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石首县志》修竣付梓，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古稀老人为之振

奋。我们大半辈子戎马倥偬，然而，对故乡的眷念其心拳拳，其情依依。

新志甫成，应命为序。顺此，对家乡父老和编纂者表示祝贺!

石首是江汉平原的鱼米之乡，建县已有1 700多年，至今留有刘郎

浦等多处三国遗迹。儿时，常听老人说，石首还有“三阁老、两尚书、一太

史"，可见家乡山川毓秀，人文炳蔚。但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家乡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为翻身求解

放，我们的父老兄弟向反动统治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土地革命时

期，我党周逸群、贺龙、段德昌、段玉林、许光达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都曾在这里领导人民闹革命。1930年4月，中共鄂西特委最初在石

首调关建立了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这里成为湘鄂西早、中期的革命中

心。当时的石首仅有20多万人口，就有3万多优秀儿女为革命抛头颅，

洒鲜血，其中段玉林、李兆龙、李良耀、屈阳春等卓越的革命领导人就是

在那时为革命捐躯的。我和成钧、顿星云等就是当年跟着贺龙闹革命直

至新中国建立的少数幸存者，抚今追昔，感慨系之。
’

建国后，我们曾几次回乡探望，I．目睹石首这块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

的土地发生了喜人的变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乡的建

设日新月异。1986年，石首撤县建市，翻开了石首历史新的一页，人民

意气风发，生产建设腾飞，我们数十年为之奋斗的夙愿正在步步实现。

编史修志，重在资治。新编《石首县志》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记

载石首百余年来自然和社会历史变迁，其中重点记载建国后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情况，对石首的革命历史，设专章记述，

为后人认识石首、建设石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

鉴。市委、市政府和县．志编委会的确抓了一件“可以传信而不朽"的大

事、好事。希望家乡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型城市——石首市时，保

持革命老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持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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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搞活的方针，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把石首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王 尚 荣

1988年l 2月于北京

(作者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新编《石首县志》的出版问世，是石首人民政治文化生活的一大喜

事，也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一大成果。付梓之前，编

委嘱我写序，使我不胜感奋，浮想联翩。

石首山青水秀，地毓钟灵，历为鄂南门户，荆楚要衢。然在历代剥削

阶级的反动统治下，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人不能尽其才，兵燹

天灾，民无宁日，各业萧条。为着生计，有志之士曾无数次地率众与反动

统治者浴血奋战，前仆后继，虽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然一次次总以失

败告终。直到本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时间艰

苦卓绝的殊死搏斗，人民革命才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推翻三座大山，

建立人民政权。仅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诞生，石首大地就献出了5

万精英。新中国建立后，石首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励精图治，艰苦奋斗，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尽管出现过“大跃进’’，“文化

大革命”的失误，但工农商学仍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的英明政策，使石首经济腾飞，社会发展，技术进

步，人文蔚起。1986年撤县置市，揭开了历史的崭新一页，石首更是面

貌一新。抚今追昔，深感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才有人民的j切。

人民创造历史，历史再现人民。新编《石首县志》正是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再

现了从清同治五年(1 866)至1985年120年的历史。既记述了石首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着翻身解放，-9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

史实，也记述了石首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到百业兴旺，万民富裕的客

观事实；既记述了石首由单一农业，小农经济到工农并举，城乡融会的

演进过程，也记述了人民由五方杂居，互无暇顾到互通有无，倡导社会

新风的人情习俗。政治经济、天文地理，诸方在录；经验教训、是非功过，

展卷可得。载一方之全史，激千秋之爱憎。新编县志，实为难得的乡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教材，“辅治之书”。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建设石首，振兴石首，是

我们的责任，也是新编《石首县志》的目的。当前，我们正在贯彻落实党

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立志走好兴市富民之路。而对改革与发展的规律，我们

尚欠熟悉，不少领域，还是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在研究地

情、认识现状的同时，认真学习研究新编《石首县志》，以审时通变，鉴往

察今，扬长避短，革故鼎新，努力发掘地方优势，进一步提高人们精神文

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素质，把石首的工作做得更好。

编委同志积六年之辛劳，调集有志之士，动员各方力量，戮力同心，

竭忠尽智，广征博采，精心编纂，八订纲目，五易其稿，成百万余言，凝百

人心血，足见成事匪易，治学维艰。虽记甚挂漏，在所难免，然终属丰富

可信的资料文献，上可慰先烈，下可惠子孙。我深信，新编《石首县志》，

在石首这个新型港口城市的建设中，定能发挥特有的功用。

(作者系中共石首市委书记)

争 舞 云

1989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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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首，地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结合部，长江横贯全境，自古

“负长江，带洞庭"，享有鱼米之乡的盛名。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就有人

生息繁衍。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曾隐居于此；三国时的刘备还选此锦绣

如林之地迎娶吴女，至今留有引人遐思的多处胜迹。石首县已有1 700

多年的历史，历代文人墨客如杜甫、吕温、陆游、黄庭坚等在此作游，写

下了不朽的名篇佳作。 ．

石首不仅山河锦绣，物华天宝，且人文荟萃，群星灿烂，仅明代就有

“三阁老、两尚书、一太史”彪炳史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

段，不妻仁人志士，学者名流。尤有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抛头颅、洒鲜

血，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早在1925年，本县就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

织，在其后的土地革命中，石首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早、中期中心，

周逸群、贺龙、段德昌、段玉林、谢觉哉、许光达、柳直荀等老一辈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指挥革命，至今留有中共鄂西特委、鄂西联县政府、

中共湘鄂西特委、湘鄂西军委会、红二军团、红六军、江右军、中共石首

中心县委等1 36处革命遗址，已建碑62处。抗日战争时期，石首是石

(首)公(安)华(容)抗日根据地中心；解放战争时期，石首是江(陵)监

(利)石(首)解放区的前哨阵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石首人民作出

了巨大牺牲，也作出了自己的一份可贵的贡献。新中国建立后，尽管道

路曲折，石首还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

就。把这一光辉的历史和漫长曲折的道路，用一部大型志书记载下来，

实为全县人民的夙愿。 ．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兴起修志盛举。本县1982年

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接着县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编纂<石首县志>

的决议》。1983年3月，县志办公室开始办公，迄今六易寒暑，数易其

稿，终于修竣付梓，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喜事。

新编《石首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

法、新体例进行编纂，坚持事以类从，实事求是，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在

资料奇缺的情况下，县志办公室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广采博查，在浩

如烟海、汗牛充栋的文海书山中寻觅蛛丝马迹，认真稽考，去伪存真，终’

于集文为卷，成一代传世之书。初稿经各战线反复核订，经荆州地直有

关单位领导和兄弟县市同仁次第评议，又蒙省里数十名专家教授聚县

评审，省、地编纂委员会领导同志密加凡、任平、曾元英等几度莅县指

导，从而使这部百万字的宏篇巨著日臻完善，顺此一并致谢!

新编《石首县志》虽未贯通古今，但对建县后的历史大事有摘要记

载，是稽考县史的重要文献；对县内各行各业有翔实记载，是熔时代特

色、地方特色、行业特色于一炉的石首百科全书，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新石首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对本县革命史设有专

章记载，是对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

好教材。然而，要修出一部千载历史，展卷可得，石首乡风，一览无余的

佳作，诚非易事。限于水平，志中疏漏乃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祈读

者不吝赐教。

(作者系石首市市长、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张 祖 新

198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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