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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全面、

系统、准确地记述岳阳市政区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尽可能追溯事物发端，下限一般到1999年。概

述、大事记、人物传、领导人名录等内容适当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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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以1999年岳阳市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统一称“岳

阳”，或以“全境”，“境内”代称。不同时期、不同辖区的岳阳市，分

别指：1960年1月一1962年10月以岳阳县城关镇建立的岳阳市；

1975年12月一1983年6月的县级市；1983年7月一1986年1月的

省辖市，辖岳阳县、南、北、郊区及君山、建新农场；1986年2月撤

地并市，实行市管县体制。1964年9月设立岳阳专署，1983年7

月一1986年1月岳阳地、市分设，需分别记述其史实时，分别使用

“岳阳市”和“岳阳专署”、“岳阳地区”之名。为区别岳阳市与境内

其他县级市，本志行文中提到的市指岳阳市，汨罗市、临湘市则用

全称。“岳阳城区”系指岳阳楼区。

四、清代及其以前采用各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

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动采用公元纪年外，其余均采用民国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凡“年代”前未冠世纪者，

均指20世纪。

五、地名、机构、职官、党派名称均按当时称呼，不加褒贬。遇

古地名，加注今名或今属地域。



2 凡例

六、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采用有关

部门的数据。

七、计量，1949年9月30日以前，按各个时代通用的计量单位

书写；1949年10月1日以后，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八、货币。1955年2月底以前的人民币值巳换算成同年3月1

日发行的人民币币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则按当时的货币

记述。

九、本志以志为主。记、传、图、表、录诸体兼用。大体按综合、

政治、经济、文化顺序排列，平列设卷。卷下一般设章、节、目3个

层次。志首设总述，农业、工业、财贸设综述。卷首一般设概述，章

首一般设无题小序。以反映所记事物的整体性及相关联系。全志

分13册出版，为大32开本，各册由同类的专业志(卷)组成。

十、本志行文使用语体文、记述体、简化字，以第三人称记述。

十一、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对时间跨度大的事，辅以记事本

末体记述。

十二、《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标准以人物对社会

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为依据。收录对象以本籍为主，近、现代人物为

主，正面人物为主，以卒年为序。职官名录以任职先后为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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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学艺术

岳阳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地方文化，历史悠久，源远

流长。1994年l‘月4日，<国务院批转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审

批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加强保护管理请示的通知·附件>

载：“岳阳位于湖南东北部。春秋时属楚，晋始建巴陵县，曾为郡、

州、府、县治。为楚文化和北越文化交汇处。岳阳楼为全国文物保

护单位。还有岳州文庙、慈氏塔、鲁肃墓等文物古迹”。

岳阳的文化与楚文化渊源甚深。汉代王逸的《楚辞章旬>、唐

代刘禹锡的《竹枝词序>、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都曾讲到屈原的

<九歌》等作品，是他放逐到此地之后，对民间“歌乐鼓舞”见而感

之。于是“更定其词”而成的。可以说，岳阳古老的民间文化，是楚

辞、楚文化的重要发源之一。另一面，<楚辞>的问世，还开创了湖

南载体文学创作之先河，它蜚声中外，光照千秋，是岳阳文化的重

要一源。此乃岳阳文化的特色之一。

唐宋之际，全国享有名望的文化人，如张说、张九龄、孟浩然、

李白、杜甫、韩愈、自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范仲淹、欧阳修、陈与

义、孔仲武等一大批文化学术名人都曾范临岳阳，并留有佳句杰

作。杜甫的《登岳阳楼>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皆为千古绝唱。

从宋元之时起，直到今天，每朝每代之学府无不将它引为教材，每

朝每代之学子无不将它作为圭臬。因为这些人，大都同屈原一样，

是贬谪或流寓而来，故有人称这文化为“贬官文化罗。其人数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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