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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志·序一

序 一

湘潭是我的故乡。故乡的党政领导和载笔之士，积六载之辛劳，广

征博采，撰成社会主义时代第一部县志，酬几代人未竞之志，使历史成

镜，后世可鉴，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诚千秋之业。

三十年代，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通缉，为追求真理，奔赴

延安。1949年，衔命接管湘潭，任解放后首任县长。莅政之初，满目疮

痍，民生凋敝，鼎革万绪，百废待兴，接收之民国时期《湘潭县文献委员

会》辍编之县志资料，只能束之于馆。四十年来，故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艰苦创业，山河巨变，望乡关已难识，忆往昔而萦怀。今捧新志，

不胜欣慰。助我重温历史，谙悉现实之乡情，皆县志之裨益。

上届《湘潭县志》乃清代文学大家王阅运主纂，誉为全国名志。本志

为湖南省市、县志重点，得诸多方面之助，内容与形式均各见其长。历史

发展现于史事，是非得失显于笔端。领导者曾企冀其成为前贤之继响，

今余观之，非期求之妄。 ·

湘潭人民久有凌云之志，倘能重温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则故乡翱

翔九万里之期，可计日而待!是为序。

杨第甫

1995年5月30日



湘潭县志·序二

序 二

湘潭县之有志，始于明成化四年，至清光绪年间先后11修成书。其

中，光绪刊县志始修于同治六年，成书于光绪十五年，前后经历23年，

参与其事者200余人。此后百余年，县志断修。其间，曾有过两次修撰，

均未能成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经济迅速发展，政通人和，全县人民

和海内外湘潭籍人士以不同形式表达撰修县志的企望，一位在台的湘

潭籍人士还担心好梦难圆，发出“何时能见到新本县志?有谁愿勇负此

一千秋大任”的感慨。中共湘潭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和省人

民政府的精神，于1986年成立湘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决定撰修第

一部社会主义的湘潭县志。次年，全面动员。全县70多个单位曾组织

专职和兼职修志人员150多人从事修志工作，编制方案，制定篇目，广

征博采资料。阅二年，进入总纂，经六个寒暑，全体编纂人员殚精竭虑，

四易其稿，第一部社会主义湘潭县志终于定稿问梓。我曾主持此项工

作，自然深感快慰。 t

纵观全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有突出的地方特色，总体

设计，谋篇布局，选材记事都有独到之处。它史料翔实，据事直书，文字

精炼。展现出湘潭县人民为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社会，前仆后继，百折不

回的精神；反映出地灵人杰、代有英才、不竭不衰的状况；体现出经过坎

坷曲折，山河巨变，渐展鸿图的景象。历史是非，治世经验教训展卷可

得。《湘潭县志》的出版是湘潭县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藉此，谨向

为编纂《湘潭县志》而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为序。

伍劭斌

1995年6月2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湘潭县志·序三

序 三

正海、坤布主湘潭县党、政事后，承前任主修县志，现在稿成付梓，

感到由衷的高兴。

《湘潭县志》从5000余万字的资料中，删芜去蔓，考证核实，编纂成

140余万言的巨著，记述建置沿革、疆域、自然环境以及社会各行各业、

各个方面的史事，贯通古今，构成36卷，展现湘潭县历史的整体面貌。

其纂辑、著述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取前人之长，去旧志之糟

粕。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志事浓墨于地方特点，立言有鲜明的时代特

色。
。

志书记述内容之一为地方政治活动。湘潭县在近代中国社会兴替

的大局中，革命和变革、救亡和解放、改革与开放，推动社会历史的前

进，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反清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等，更是风雷

激荡。

志书记述的另一内容为地方经济。湘潭县的经济在近现代历史时

期，有发展、倒退、破坏、恢复、建设、徘徊、高速等曲折现象，与之相关联

的则有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生产条件、统治阶级的政策、教育科学技术

等方面的变革，虽演变纷纭，但记述有序，是非得失可鉴。

湘潭县地灵人杰，群星璀灿，是其突出特点。志书以立传、列表、录

名、因事系人等形式，书古今人物数千名。其中有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彭德怀，亦有王阁运、齐白石

等一代杰出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更有许多为国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英

雄和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长留他们的典范，是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团结奋斗，创造美好未来的巨大

蝻神力量o

《湘潭县志》耗岁更年，经编纂者的辛勤劳动，完成几代人的夙愿。

但编纂志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历史，促进全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湘潭县志·序三

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发行好县志，组织全县干部、群众阅读

好县志，亦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必须认真做好。

湘潭县是毛泽东、彭德怀的故乡，知名度很高。地理位置傍湘江之

滨，居107、320国道交叉之冲，处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三角地带和湖南

东南部经济开发走廊之间。交通方便，自然资源丰富。’农业基础较好，

工业形成建材、机械、采矿、农副产品加工等支柱产业。其名优特产湘

莲，种植加工，蓬勃发展，被农业部和国家科委命名为“中国湘莲之乡”。

国民经济发展较快，易俗河经济开发区列入省级开发计划，展现繁荣前

景。新县城建设已具规模，县治即将新移。鉴古察今，倍添信心和勇气。

只要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发挥自己的优势，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机

遇，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发扬先辈们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树

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顺各方面的关系，激发人民的艰苦创

业精神，湘潭县就一定能建设得更好，我们修志的目的亦胜利地达到。

赘为序o

海布溯正坤年殷何嘶



湘潭县志·凡例

凡 例

1、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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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与现状。

2、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一般始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有的

追述到事物的发端；下限一般至1988年，个别事件适当下延。

3、全书分36卷，择从概述到门类，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经济、文

化到人物的次序排列。

4、卷、章、节、目，按“事以类从’’，而不按行政领属原则设置，使之

“类为一志"，层层相辖。

5、在世人物不立传。传记人物以卒年为序，名录按姓氏笔划排列。

县籍人物中的近现代人物，其出生或住居地已从县域析出的，除毛泽东

立传外，其余均不立传。

6、采用志、记、述、传、图、表、录诸体裁。基本按《湖南省志编写行文

通则(修订本)》统一行文规范。

7、历史纪年一般央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则不央注。

8、统计数据以统计局的为准，经审核确属错误的，经统计局备案后

使用核实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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