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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志以载道，温故知新。
’

·

新编《长阳县志》在90年代第一个金秋时节脱稿了，这是值得庆贺的。

作为编纂委员会主任，感奋之余，在此说几句心里话。

我生于长阳，新中国建立后，虽然工作已近40年，不敢说完全了解各

个村寨的民风地情，但我爱长阳的山川土地，她多姿多彩，秀丽宜人；更爱

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群众，他们淳朴、勤劳而善良。

我特别感到，在长阳这块具有古老人文历史的土地上，从距今约18．5

万年的“长阳人"，到以廪君为著名首领的古代巴人，延及现代的土家族，各

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耕耘劳作，创造了灿烂而丰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成果。从清代中叶以来，在这里相继发生过白莲教起义、田士瑶起义、哥

老会反洋教斗争，一直到现代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

命战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这里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长阳建立了党组织。1929年7月，广大革命群

众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著名的“西湾起义黟，先后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六

军，红军第五十师和各级苏维埃政府；1931年3月，红五十师参加红二军团

在长阳枝柘坪进行的整编，后随红三军转战湘、鄂、川、黔，参加举世闻名

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中无数优秀的土家族、汉族儿女前仆后继、英勇奋斗、

抛头颅、洒热血，一批英雄的共产党员和仁人智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

为了人民的幸福而战斗到底的牺牲精神，是永远为后人所怀念的。

同时，我也分外觉得，长阳山青水秀、人杰地灵，不愧为物华天宝之地。

从县博物馆中陈列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乃至汉代的铁锄、铁铧，每一件文物无不铭刻着古老物质文明的印记，钟家

湾“长阳人”化石洞，土家族发祥地武落钟离山，廪君莹地白虎垅，商代文化

遗址香炉石，“中武当一天柱山，以及无数革命纪念地和现代建筑群落等等。

在今天，我们仍能从这里面广泛地吸取新的养分以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发

挥我们的潜能。 ．

1949年7月长阳人民得解放，到今天已整整41个春秋。回顾过去，长

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拚搏努力，其创造之丰、变化之大、影响之



深，可以说在这块土地上是前无古人的。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落实各项政策，

改革经济体制，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1984年12月，长

阳土家族自治县的成立，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国家重点工程清江

隔河岩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这些都激发了土家族、汉族等广大人民群众建

设山区，实现四化的积极性。现在，长阳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各项事业蒸

蒸日上，交通四通八达，农树实现了电气化(初级阶段)，欢快的山歌、南曲、

巴山舞遍及城乡，人民安居乐业，小康在望。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长阳的经济基础仍然相当薄弱，长阳要致富，

要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还需要我们以及后代作出艰苦的努力。新编《长

阳县志》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十分宝贵的“资治’’、“存史”、“教化’’的资料。

这部志书上起于中国近代史开始的1840年，下抵1985年，前后合计145

年。它从各个方面概括了长阳在晚清时期、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建立以后的

36年间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变化，里面的许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反思和借

鉴的。实践，使我深深感到，要搞好一个地方的工作，除须认真贯彻中央的

方针政策以外，还要深刻地认识县情。在认识县情中，不仅要认识它的现状，

还要了解它的历史、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这样，我们在工作中才能正确地决

定取舍、作到“辩证施治劳，才不至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努。研究长阳，认

识长阳，建设长阳，这是一篇特别富有深远内涵的大文章，而写好这篇文章

是历史赋予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古人说得好：‘‘任重而道远’’。我们一定要

把这件事情办好。

新编《长阳县志>)的编纂，历时7年，前后动员了数十个单位，抽调、聘

用了100余名工作人员。感谢全体编修人员，不畏工程浩繁、不避诸事艰难，

寒署辛勤、集思广益、笔耕不辍、终成巨帙。它不失为献给长阳人民的一份

宝贵的精神文明成果。感谢各部门、各单位的通力合作和支持。感谢省、地、

县专家、学者的热心指导和关心。

即此为序

刘 光 容

1990年金秋10月



凡 ’例

一、长阳为土家族自治县，新编县志名称为简便起见，仍定名为《长阳

县志>)o

二、本志编修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宗旨，力求作到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的统一。力求全面地、完整地、历史地反映长阳自然社会的历史

与现状。

三、本志时间断限，原则上上起清道光二十年(1840)，下止1985年。

为存史之需，部分内容的时间酌有上溯。

四、本志按分类系事的原则设卷立目，全志设“总述力以总揽全书。卷

首设“大事年表力，以摄取各年要点。卷末设置“附录刀，以收录有关单项重

要资料。卷中设“建置沿革”、“民族人口"、“自然环境"、“农业刀、“工业一、

“贸易"、“政党社团"、“政权丰朕力、“文化艺术刀、矗人物’’等27卷目，以期
收编年志类，详近略远，综述历史，分陈现状的功效。全志各部分相互衔

接，相互渗透，构成体系。

五、本志“人物卷"按“生不立传’’的原则进行收录，以卒年先后顺序排

列。个别劣迹昭著人物排入卷尾。凡本域内和外籍在本域内卓有影响的过

世人物均在收录之列。 ，

六、本志记述，依时间先后的顺序，采用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简称为新中国建立后)三块面或两块面(晚清民国时

期合一)进行记述。
·

七、本志一般采用语体文记述，并辅以图、表和照片。

八、本志表述方法：年号使用，民国以前各朝代，均沿用正称并加注

公元年号；民国纪年因时近易推(如民国元年即1912年)，一律不再加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使用公元纪年。简称使用，首次出现使用

全称并加括号注明；行政区划，一律沿用历史正称。数据使用，除习惯用

语，十分数及引征资料沿用汉字外，其它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百分比、千

分比用％和％o；小数点只录用小数点后一位或两位数，并采用四舍五入方

法处理；度量衡单位使用，一律采用历史单位，适当地方按公制加以换算。

九、本志资料来源，大体见于“附录二劳，记述中一般不注明出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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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史料在记述中以“据《⋯⋯》记载"字样点明。

十、本志采用数据，新中国建立以后一律以统计部门资料为准，个别

地方稍有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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