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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地区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不仅推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繁荣和科学文化的进步，又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在城市建设中编制总体规划，发展

城乡经济和建设，离不开对城市和乡村的历史研究。古人

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鉴古而知

今。 ，

岳阳地处洞庭湖滨，为历史文化名城，素有“湖湘门

户’’之称，城市建设源远流长。早在1700多年，三国东

吴在此建巴丘邸阁城，城市便已形成。至明、清时代，岳

阳城垣，城廓巍峨，楼台壮阔，山川秀丽，气象万千，名

声著全国，“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一蜚声海外。市域

城镇，与日发展，成为府、县、镇三级中心。

千多年来，：岳阳城镇，历经沧桑，几经盛衰，虽曾数

度达到鼎盛时．期，但又多次毁于战火和自然灾害。至解放

前夕，大好的“巴陵胜状一已是面目全非。

1949年，岳阳解放j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随着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岳阳城市建设也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不仅原有的城市得以扩建，而且出现了一批

新的城市。虽经历了艰苦创业和相当的曲折过程，但在广

大城建工作者弘扬开拓，奉献、求实、改革、创新的精神

下，城市建设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

绩。

四十年来，岳阳城建史上，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错

误和教训，我们编写志书的目的，就是想使读者，通过了

解岳阳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所走过的路程，从中吸

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便有所借鉴，

起到资洽、教化、存史的作用。

《城乡建设志》共分六篇；首篇综述，采取详今略古

的方法，上自东汉末年城邑出现，下至建国后“七五’’计

划时期，对岳阳城建历史进行系统的概述；第二篇城市规

划，记载岳阳市域城镇规划的发展和奋斗目标；三、四、

五篇是阐述欣欣向荣的岳阳城市建设的光辉业绩；六篇

城镇管理。共收入全地区五县一市三区，58个镇的城建，

风景名胜史料，还附录了岳阳城市建设大事记。诚望此志

以其所记载数百年的沧桑历程，给人以启示，催人奋进，

尽快地把岳阳建设成为发达、文明的繁荣城市。

岳阳市《城乡建设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四月



凡

一、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

二、编纂原则：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突出地方特色，

体现时代特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三、时间断限：上自1840年起，下至1989年止，少

数内容适当上溯和下延。

四、年代划分和纪年方法：为体现时代特点和便于记

述，将年代划分为古代(1840年以前)；近现代(1840---．．

1949年)；当代(1950～1989年)。志书中所写建国前，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建国后指中华人民哄和国成立

后。历史纪年：民国以前按历史习惯用法，并注明公元年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编号。

五、表述形式：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和

附录(全文或节录)。

六、称谓书写：各种机构、部门、单位和会议名称等，

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一律用全称，多次出现时则用简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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