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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南区，即原岳阳市城区．是座历史文化名城．数千年来，在这

片土地上生活的先民们，与自然、社会进行了孜孜不倦、顽强不息

的斗争，留下了无数英勇悲壮的史实，写下了许多惊天动地的篇

章。特别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

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时期。沦海桑田，天翻地覆，古城经历了历史

性的巨变。1983年，岳阳市升格为省辖市，随即成立了岳阳市南

区，这是南区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全区上下，精诚一致，创造

了多少新的业绩，展示了光辉灿烂的前景。这些都值得我们去记

载，去传颂。‘总结经验，吸取教切I。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正视现

在，规划未来。这就是我们编修《南区志》的意义所在．

《南区志》体例完备，史料翔实．文字通畅。它以辨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述了南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演变兴

衰，可谓一方之全史；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南区精神文明建设

的硕果；它将激励我们发扬“先忧后乐，团结求索”的精神·更加热

爱这片热土，努力奋斗，建设～个崭新的南区。，

南区修志人员殚精竭虑，艰苦倍尝，历时五载，数易其稿，终成

‘南区志)。释卷之时，仅以此为序．

胡亦

1993年6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述南区

自然和社会的变革盛衰。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以记述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为主，力求做到地方性、时代性、科学性之

统一．
。

二、本志不设篇卷，采用章节式，除大事记外，全书共分32章，

共计60余万字．卷首设概述，其它各章均不另设概述、小序。

三、本志时间断限，上限原则上以1840年为准，个别章节略有

上溯f下限一律至1989年底为止，个别人物传记略有推后。

四、志书采用述、记、图、表、传、录等体裁，并附以圈、表，“大事

记”以编年体记事本末体为体裁，其它章节则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五、1984年始设南区(县级)行政区划，在此以前，曾8次变更

行政区划。为便于识别，除在各个时期标明当时的行政区划称谓

外，志书中大量使用“城区”或“境内”两个中性名词，以免混淆。

六、本意中的历史年代，一律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年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以公元纪年。

七、本志所用数字、百分比、年代月日，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十以下的数量酌情使用汉字。 一‘ ．

八、本志中所涉及的历史地名、机构、职官均按当时称谓，不贬

损、不溢美。

九、人物传记，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其记志书断限内，在城区

范围内活动过的已故知名人士，属籍不限．

十、本志所用资料，引自档案、报刊、书籍及口碑资料，经多方

考证方才录用，一般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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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南区，历史悠久，渊源流长．6000多年前，境内即有先

民繁衍生息．商周时期，城陵矶筑有。大彭。古城。春秋战国时期，

在今岳阳楼一带筑有西麋城．东攫时，在此设巴丘邸阁．东汉末年，

称巴丘城．(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称巴陵城．自此即为

历代郡、府、州、县治所在地．隋文帝开皇11年(591)，改称岳州城．

民国2年(1913)9月，改称岳阳城一为岳阳县县治所在地．城区始

设城厢区，正式作为地方行政建置．自1913年至1983年，城区行

政区划前后8次变动，其中，1958年至1988年的25年中，先后5

次变动行政区划．1983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岳阳升格为省辖市．

1984年4月成立了岳阳市南区，成为湘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中心．1989年，南区共辖城陵矾、嗣庭路、解放路、吕仙亭、金

鹗山、东茅岭、五里牌、冷水铺8个街道办事处，61个居民委员会，

920个居民小组．全区面积24平方公里，人口206189人，有汉、

回、苗，土家、满，壮、朝鲜等23个民族．

南区，扼长江，锁洞庭，为湘北门户，湖南镁钥，自古为兵家必

争之地．战国时，楚师4次远征南海，经城陵矾，过巴丘，入湘江，至

岭南．公元前278年，秦军攻郢，灭楚国，越南岭，征“蛮夷”，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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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城”，浮湘水．东汉建武23年(47)，东汉名将马援征武陵，军次

“下隽”，在今岳阳楼一带筑巴丘邸阔，屯兵驻守．东汉建安20年

(215)，蜀吴议和，划湘江为界，江东属吴．江西归蜀，吴派大将鲁肃

屯巴丘，改巴丘邸阁为巴丘城，筑阅军楼训练水师．南北朝时，梁简

文帝大宝2年(551)，河南王侯景反，梁都督王僧辩居巴陵，与侯景

大战，击败候．南宋末年，元兵南侵，陷岳州，入南海．元末明初

(1364)，吴王朱元璋灭(汉国)陈友谅，攻占岳州，史称。明洪武屠

城”．明末清初，李自成大顺农民军与南明何腾蚊部曾在此联合抗

击清军。清初(167,L)，平西王吴三桂率军攻占岳州，与清军激战，历

时5年．1913年至1926年，北洋军阀与西南军阀为争夺湖南，曾7

次在岳阳展开拉锯战，南军曾臂缠自布，上书，“不夺岳州，湖南必

死#夺得岳州，湖南必生。”1939年至1944年。日本侵略军曾以岳

阳为基地，4次进犯长沙．数千年中，兵燹战乱，兵连祸结，城垣被

焚，生灵涂炭，商旅断绝，百业凋零．泱泱吉城，历尽劫难．

南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区．

南宋初年。洞庭湖区农民起义军领袖钟相、杨么。率军驻守君山，与

官军对抗，在七里山、城陵矶二带用。车船”屡败官军．咀崇祯16年

(1643)5月，张献忠大西农民起义军曾两次攻占岳州城。清咸丰2

年(1852)12月13目，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占岳州城，缴获清军民船

数千条，招募大批船户、水手组成水营，以船主唐正财为水师将钡，

操练水师，顺流东下，攻占武昌．1854年。太平军南征西讨，往攻湖

南，又两次攻占岳州，并在城陵矶多次与清军激战．

近、现代史上，岳州为湖南唯一交通要道。三湘四水的众多民

族精英，志士仁人、热血青年，或由此飞渡洞庭，走向寰宇I或在岳

阳楼头，看大江东去，悲神州陆沉，忧国忱民，投身革命．辛亥革命

前后，城区先后有钟龙保、陶钧、李琦、彭承念、周鳌山、彭一湖等一

批爱国青年，东渡扶桑，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创建中华民国。1921年至1922年，毛j犟东两次来岳阳，进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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