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逸 鬻

飘黪罐



992北葛



022号

陈伯槐

黄愿偿刘 文

衡南县志

湖南省衡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9号邮政编码100032*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16印张：49．125插页117字数1119．2千字

1992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 印数：，一s。。。册定价：：；雯{霎蓑；．
ISBN 7-80088—407—4／Z·55 ·



《衡南县志》编纂机构及人员名单

‘

县志编纂委员会

历任名誉主任‘主任副主任委员

名誉主任刘良亨

主 任刘启汉

副主任周培

王芳泽

王春池

委 员唐冬生

熊载锡

刘治成

江常才

王大华

谭家纲

许启怀

(以任职先后为序)

郑启怀 陈新文．

唐云洲 杨邦伟 谢 军。

戴魁扬 甘功荣 贺方洪 魏振群 胡立安

李安春 蒋继成 符孝桐 刘光多 罗维奖

石康凤

刘明康

曹敦碧囵
王芳伟

颜建国

谢宏治

杨春年

胡文享

罗芳镒

谭纯健

刘泽民

彭美光

圈
罗嗣康

刘志祥

李小平

李恕直

刘允江

编 纂 顾 问

困
罗齐思

刘旅森

戴述秋

张振纲

欧迪赛

罗开治

钟国栋

吴桂坤

陈文卿

胡书伟．

贺庚华

李瀛洲 周笃佑 罗新建 莫 衡 曾也鲁 黄朝和

蒋 静 、



县志办公室历任主任、副主任及工作人员

(以任职先后为序)

主 任 魏振群(兼) 刘旅森(兼) 戴述秋

副主任 罗平侯 陈文卿 刘 馥

工作人员 魏才烈 张晋衡 贺文君 全清生

聘请人员 罗居安 廖振坤 杨惠我 张剑秋 阳佑钱

《衡南县志》

主编戴述秋

副主编 陈文卿 罗平侯 刘．馥

编 辑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一
一

刘 斌 李主枝一一李持术

张晋衡 罗远侯 郁晓初
’

彭美光 ．

摄 影 刘泽涛 邓春生 周千喜

。’ 《衡南县志》

县审稿小组

编辑部

李超然

胡丘陵

武’ 斐圆

审稿人员

周雄魁

谢尚斌

组长杨邦伟

副组长 刘光多 谢 军 罗开治

成 员 甘功荣 刘 南 杨淑庄 廖文兴 列洪坤匝圜
衡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稿人员

金 云 刘炳生 祝自鸣 蒋大英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验收审查人员
易 琦 刘泰耒 向揭恕 黄愿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膨释纬．
“鉴古知今，信今传古。"作为一县之大典，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

的《衡南县志》付梓问世，乃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果，是惠及当代、造

福千秋的大好事。我生于蒸湘之阴，长于衡岳之阳，面对这部资治之书，教化

之篇，存史之册，倍感亲切和自豪。

“衡南"作为县名，虽时间不长，然溯源稽古，则历史悠久。从秦汉至民国，

立郡设州，析县置府，分区建市，沧海桑田，变化繁杂。由二千年前之酃县到

近代之清泉，虽几易其名，但县治大多驻于今日衡南之故址。宛如碧泓清泉，流

远而源不改；酃湖琼浆，时变而香永存。且地广人稠，凝衡岳之灵气；旅纷贾

集，汇蒸湘之要津。东有“京广一纵贯，西有“湘桂一横亘，南为百粤门户，北

为三楚咽喉。两条国道，左右延伸，畅通九衢，毗邻八县。千村万落是雁城卫

星，城池楼阁是雁城瑰宝。不独县治与市府同赏天下驰名之雁峰烟雨，石鼓锦

绣，西湖莲香，东洲桃浪，而方圆百里，更有清泉之甘美，呆山之绚丽，雨母

云雾之飘渺，三江波涛之浩瀚。春可观南国明珠于鸟洲，夏可游避暑胜地于岐

山，秋爽遍地枣红桔黄，冬暖万户糯酿酒酡。日采萤石于金竹，夜研钡石于探

山。自古地灵人杰，每每思及，亟欲书之于笔端，载之于史册。

我国虽有修志的好传统，但还没有一部反映衡南当今所辖境内历史和现状

之史册，惟清代乾隆年间，清泉县第一任知县主修之《清泉县志》可资借鉴，但

距今已230多年；且囿于时代和阶级局限，存在着许多旧志通病。此后，同治

六年进行续修，宣统元年编纂《清泉县乡土志》，均未脱其窠臼，内容重人文，

轻经济，多树碑于封建统治，立传于官宦世家。民众智慧被遗亡，百姓疾苦被

掩蔽，‘本末不分，褒贬不当，邻县浑淆，交叉重复，真史实迹，尚待澄清。加，

之时过境迁，日新月异，天翻地覆，山川换彩，经济繁荣，文物昌明，人才蔚

盛，已远非昔日可比!民国时期，曾有贤达二倡修志，因战乱频仍，未能成事；

20世纪50年代末期，县人民委员会亦曾筹划修志，旋因连年遭灾，亦成画饼。

近十多年来，国家昌盛，社会稳定，人民日益富裕，出现，盛世修志"局面。中



共衡南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及时抓住这百载难逢之良机，于1984年7月起，乃组

成修志机构，聘请各方贤达，选调编纂人员，致力修志。

编纂人员不负众望，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吸取旧志精华，剔除旧志糟粕，铭记

治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富民；富民之道，在于认识县情，发展

经济。为志者，须以民为主，不以个人之好而立，不以个人之恶而弃。兴县者

民众，入志者民众。。基于这一思想，修志人员广征博采，伏案挑灯，穷经研史，

细考疏证，精心撰写，反复评改，六易其稿，历时八载，方使大功告成。

细观《衡南县志》，既能保持地方志之连续性，又能反映从1756年以来之

史实，并重点突出近半个世纪之变革，详今略古，纵贯千秋，横陈百科，全面

系统，严明简洁，概述了全县兴衰起伏、新陈代谢之历史和现状，达到思想性、

科学性、资料性、地方性、综合性有机统一，堪称第一部完整的《衡南县志》。

可以为各级领导机关绘制蓝图提供有力依据，为各界人士了解衡南、认识衡南、

建设衡南提供翔实资料，。为教育子孙后代提供丰富的乡土教材。

这部县志是光辉时代的产物，不是一人之力，而是众手成志，是集体智慧

的结晶。上托省、市志办精心辅导j下赖县志办和各条战线领导与修志人员辛

勤笔耕。我特趁此机会向为《衡南县志》倾注心血、贡献才智的同志致以诚挚

谢意。他们的精神将和县志一样永耀桑梓、永启后昆。

幸观厥成，浮想连翩，并赋诗一首，以为序之余兴。

清泉冽冽水长新，

鱼米之乡百万民，

醺碌甘醇能不醉?

岐山寒暑总如春。

重晶萤石誉中外，

江口鸟洲乐主宾。

人杰地灵今胜昔，

躬逢盛世志传真。

1992年元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全面、系统、真实、科学地反映本县自西汉建县以来的自然、社会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采

取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本县解放后的情况，努力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

色。 ．

二、本志按事物性质立志，不受行政隶属关系限制。全志除《概述》、《大事记》、《附

录》外，共设28篇，119章，404节。

三、本志采用述、记、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图表照片穿插其中。

四、本志因事上溯，上限不限，各篇尽可能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断至1989年，为

反映某一事物的完整性，个别重大事件适当下延。

五、本志以1989年衡南县行政区域为记载的空间范围。鉴于1952年前，衡阳县为母

体县。1942年前，衡阳城历为本县县城。为不割断历史，某些重大事件虽不发生在今县境

内，也适当予以记述。文中。今县境内”、“衡阳东南乡”即今衡南县范围；。衡阳县”．即指

未分县前的母体县。属全县性数据，分得开的注明本境内数，分不开的写全县总数。

六、本志各篇使用党、政、军、企、事业单位(或机构)．名称时，首次写全称，再出

现时一般写简称。
’

七、‘人物篇》由传记、名录、简介三部分组成，遵循传统惯例，生不立传。立传人物，

以本籍为主，正面为主，近现代为主。不立传的革命烈土载入《烈士英名录》。对在世著名

人士，地、师级以上干部和相当于副教授以上人物，或作。生平简介”，或收入“闻人录”，

或以事系人。传录一般按生年排列。

八、文中解放前、后的提法，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简称。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前的纪年，仍用旧制，并加注公元纪年。但在一页中连续出现的相近年代不赘注。

九、本志使用地名时，以地名委员会公布的为准，前后有变更的，引用时均沿用当时

名称，加注今名。古今一致的，不再括注．

十、本志未设经济综述专篇，宏观经济在《概述》等有关篇章中加以反映。各篇、章

中历年工农业总产值均用现行价，在计算增长速度时均换算成不变价。中央、省、市驻县

主要生产单位的产值计入本县总数。各项统计数字主要以县统计局提供为准。计量单位名

称、符号的使用，按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换算。旧人民币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

值。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各部门编写的专志资料、旧志、家谱、档案资料、回忆录及其

有关图书报刊材料。所载资料均经过考证鉴别，使用时不再一一注明出处。为节省篇幅，对

清同治六年前的知县名单不予收录，具体详见《清泉县志》。 ．

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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