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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长江中游洞庭湖区域，九十年代末期发现、发掘的新
石器澧阳平原彭头山、南县涂家台遗址，始为中国人文史
跨越到距今八千至九千年。民主垸地域八都(蒋保)、六
都(龙保)发现、发掘的明朗山新石器遗址、春秋战国古墓
群遗址和西汉古墓青砖、墓碑、石棺遗址；羊角伍家湾商
代晚期遗址；乌龟山东汉青砖古墓群遗址，对洞庭湖历史
占有重要地位。南北朝后梁普通三年(公元522年)，由
益阳县划归新设立的药山县(沅江县始)管辖；唐代基层
建置设有长乐、延祚两乡，五、六、八都之称；宋、元、明、清
至民国时期，为蒋、龙、郎保之域；1954年10月，由沅江县
划归益阳县管辖，1994年底由新设立的资阳区(县级)管
理。民主垸地域，历史悠久，地灵人杰，素称鱼米之乡，巴
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孕育了汤鹏、汤寿铭、石本清、石成
玉、王恢先、邹云亭、陈健勋、祝凯、祝光跃、桂杨清、梁润
生、曾庆来、祝昌言等160余名人学子。历代史、志书籍，
对乡村民情略笔记载，几千年来几无史考查闻，真谓遗
撼；乡村小吏及乡民是历史发展基础，影响一县、一省，乃
至国统。编写乡里志书，能为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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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必要的历史资料与借鉴，而且必将进
一步补充和丰富史学、地方志书，为更全面、更具体地了
解基层历史发展的进程作出贡献，为更好地认识和解决
基层问题提供某些重要启迪。

这次编纂《民主垸地域志》，本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史为骨，以文为表，以记叙
为主，详今略古描写县以下基层干部，乡村群众艰苦创
业，为民任职的正确忧乐人生观，以表、图反映建设成果，
以期服务于今，垂鉴于后。编写这部志书的意义和作用
就在如此。它可以使人们更充分地掌握经济之发展，科
学推进；民族思想之自尊、自强，得以发扬；社会发展的经
验和失利，得以正确借鉴，为后代留下宝贵史料⋯⋯。总
之，这是一项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工作，相信这部志书，
将会在不同程度上发挥各方面的作用。

《民主垸地域志》是县以下的地方志，第一编为大事
记述，略写新石器、春秋战国遗址发现；秦汉以后至1999
年大事简况。第二编为自然地理，写洞庭湖地貌起源、南
洞庭湖地貌概述、民主垸地域变迁及现状，水旱风灾等。
第三篇为基层建置，写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洞庭湖及民主
垸地域活动遗迹和人物活动传说，至新中国成立前后民
主垸地域基层建置及归属管辖变退和解放后区、乡(镇)、
村长任职时间(代组织史)。第四编为党派政治，重在写
共产党、国民党等党派、人民团体在民主垸地域活动情况
和解放后乡(镇)、村基层党委、党支部书记任职时间(代
组织史)。第五编为经济建设，写水利、农业、林业、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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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财贸金融、乡镇工业、城乡建设情况。第六编为文
教卫生，写旧制教育及解放后新制教育状况，大学毕业后
的研究生、博士、副教授、教授、高级工程师、正处级及获
全国体育冠军以上名人学子简介；文艺活动内容及群众
卫生状况。第七篇为社会综述，写人口演变，姓氏源流；
民风民俗，宗教信仰及会社组织活动：名人传记及党政军
正处级以上名人简介。

《民主垸地域志》的编撰，历代史书、志书只有略记，
资料缺泛，县以下地方志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应
有进一步的拓展，只能算初起茅舍，还存在相当大的差
距，不少问题还有待更深入地探讨，一些重要历史资料和
历史人物还需进一步了解。因限于知识水平低劣，不足
之处和疏漏讹误，恐有所难免，望广大同仁和读者赐正。

编 者

一九九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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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方达华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民主垸地

域志》的编辑为我们这一代人熟习民主垸的政治、经济、

文化的发展史，熟习民主垸世代繁衍过程中的光辉历史，

对提高人们的水患意识，学习革命前辈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艰苦创业、忘我拼搏精神大有好处，并充分认识到这

既是一块宝地，又是一块险地，为我们加速民主垸水利建

设步伐，确保民主垸安全，使垸内人民安居乐业千秋万

代。

此书的编辑，聚贤熟习民主垸历史的有志之士，收集

了历经二十八年的资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广征博采，探本求源，数易其稿，比较全面地

记叙了民主垸地域乡里的历史沿革，地理资源、经济建

设、文化教育、乡贤英烈，人文掌故。采用以史为骨，以文

为表、图表兼收，以记叙为主、详今略古的体例，力图资料

翔实，眉目清晰，是民主垸发展史上的一个缩影。

《民主垸地域志》是县以下的地方志，在新世纪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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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年，将以此书奉献于当今社会，作为历史借鉴，利国利

民。此书的问世对于每个有志之士研究民主垸的过去，

探讨民主垸的未来，是科技兴垸的“百科全书”，特别是每

个水利工作者的精神资源。因此，此书为领导科学决策，

为民主垸“兴利除害”，为两个文明建设再创佳绩，任重道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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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为郡治者，以志为鉴，忧乐人民福}止．；民生国策，“史、志”

记叙，有“史存、资治、教化”之功能也。吾观史迹，乡里略

记，国史、县志都耐乡民之勤铸。编写乡土志书，力图为

民任职之优乐观发扬；乡安民勤，五谷六畜之经济兴隆

也。

民主垸地域历史悠久，地灵人杰，素称鱼米之乡。有

蒋保“明、朗山”新石器、春秋战国、西汉之遗址及乌龟山

东汉之遗迹；有龙保羊角商代遗址及八字哨关王村元代

“金银窖”遗址等之发现、发掘。有唐代长乐、延祚两乡，

五、六、八都建置之“志书”初记；有郎保鸟龙寺诸葛武侯

“卧龙墨池”残碑之记载；历宋、元、明、清至民国乡、都

(保)之称呼，成为五千年先祖艰苦创业之基也。今十二

万炎黄之更替繁衍，皆励精图治之奋斗者也；十六万亩良

田之勤耕，粮棉渔畜之富产；高楼林立，人民生活之提高，

系国资民力，改革开放，乡里小吏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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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今六十有三，得资阳区水电局领导创议，积二十八

年资料之收集，萌生写志之举，全仗前代史书、“省、府、县

志”之明记；考古资料之发现、发掘；同僚之支持。望该书

在政治之得失，正确借鉴；经济之发展，科学推进；民族思

想之“自尊、自强”，得以提高；资源开发合理利用。望承

先启后，继往开来，将在不同程度上发挥各方面之作用，

留为后代宝贵之史料。

陈迪华

一九九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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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编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科学观点，实事求是地记叙民主垸地域自然和社会的历

史及现状。

二、本志立足叙事溯源，以今为主，古今兼收。力求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突出县以下基层地

方特点，下限断于1999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传、图、表等体裁，分篇、章、节、

目层次，按先自然后社会、先政治后经济的顺序排列。以

述为主，图、表附于有关章节。

四、本志以“大事记”为经，分自然地理、基层建置、党

派政治、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社会综述七篇，以章目横

排，各自成体系。

五、本志编写的各个年代，民国至清代以前，均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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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或帝号及干支年号纪年，后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各

项数据，均用阿拉伯字标明公制、市制称号。

六、本志所用资料，均经考稽筛选，编纂时一般不注

明出处；个别引用词句及不能鉴别的异说，则附说明或写

明书目，并注释本章目文页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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