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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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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

濮竞成

濮竞成(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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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杨帆

副主任： 谢世祥向远大李会海(专职) 田连清

石如启濮竞成(专职)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仁楚邓克敖 叶世全 田学林阿丽刘支金
刘应钧邬贤配向华林向宏兴向定安汪太发

杜厚发张圣任张汉武张宏补张宏富陈楚沅

杨泽周杨能盛周福友唐元兴曹风谢明

谢开贵谢开科谢伯来黄仁友黄民裕黄昌禹

彭泽湘舒春林舒顺湖熊兴早熊富珍颜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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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主任： 濮竞成(兼)

总 纂：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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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开科

娠溪县志》顾问

匿囹禹 舜 涂西畴余致韩李羽立 朱耀一

林雏，谭霖黄清泉

娠溪县志》编辑部

主 编： 濮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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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国光曾端生周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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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誊；¨，鬟玎i，|趣愚强I德。簿。嚆：芬黎善绷捌1|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辰溪县志·机构人员名单‘
·

2

娠溪县志》编纂委员会．(第三届)
(1990年5月～ )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周宗亮

黄孝森顿家建濮竞成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克来石玉海石如启 向远大向华林

刘支金刘光德刘应钧刘际接米庆远

张世华谢明谢开科谢明春葛林根

谢开科

娠溪县志》顾问

匿囹禹 舜 涂西畴余致韩李羽立 朱耀一

林雏，谭霖黄清泉

娠溪县志》编辑部

主 编： 濮竞成

副主编： 谢开科向太燕

编 辑： 陈秀健 胡绍藻 刘江翠(女)囹圈
汤国光曾端生周一文

瓣豫霪嚣罗鲁麓

》

誊；¨，鬟玎i，|趣愚强I德。簿。嚆：芬黎善绷捌1|



／

辰溪县志·机构人员名单‘
·

2

娠溪县志》编纂委员会．(第三届)
(1990年5月～ )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周宗亮

黄孝森顿家建濮竞成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克来石玉海石如启 向远大向华林

刘支金刘光德刘应钧刘际接米庆远

张世华谢明谢开科谢明春葛林根

谢开科

娠溪县志》顾问

匿囹禹 舜 涂西畴余致韩李羽立 朱耀一

林雏，谭霖黄清泉

娠溪县志》编辑部

主 编： 濮竞成

副主编： 谢开科向太燕

编 辑： 陈秀健 胡绍藻 刘江翠(女)囹圈
汤国光曾端生周一文

瓣豫霪嚣罗鲁麓

》

誊；¨，鬟玎i，|趣愚强I德。簿。嚆：芬黎善绷捌1|



辰溪县志·机构人员名单·

组

副

组

饭溪县志》审稿小组

长：余国云

组长：周宗亮王小华濮竟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向太燕向远大向昌德刘支金邬光第

杨年盛张世华钟生来黄孝森谢明、

谢开科葛林根

怀化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稿人员

薛忠勇 王其林周亮一张克荣余致韩T_I瑁I$1 黄清泉

杨子仪杨文基曾惠民周松青赵新民 肖汉雄王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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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辰溪县志·机构人员名单·

组

副

组

饭溪县志》审稿小组

长：余国云

组长：周宗亮王小华濮竟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向太燕向远大向昌德刘支金邬光第

杨年盛张世华钟生来黄孝森谢明、

谢开科葛林根

怀化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稿人员

薛忠勇 王其林周亮一张克荣余致韩T_I瑁I$1 黄清泉

杨子仪杨文基曾惠民周松青赵新民 肖汉雄王建荣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验收人员

禹舜胥亚李羽立朱耀一黄愿偿高尹生黄为

2

3



辰溪县志·机构人员名单·

组

副

组

饭溪县志》审稿小组

长：余国云

组长：周宗亮王小华濮竟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向太燕向远大向昌德刘支金邬光第

杨年盛张世华钟生来黄孝森谢明、

谢开科葛林根

怀化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稿人员

薛忠勇 王其林周亮一张克荣余致韩T_I瑁I$1 黄清泉

杨子仪杨文基曾惠民周松青赵新民 肖汉雄王建荣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验收人员

禹舜胥亚李羽立朱耀一黄愿偿高尹生黄为

2

3



辰溪县志·序

仨争

)彳一

《辰溪县志》是认识辰溪县的一本具有权威性的历史文献。

该志着重记述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2D世纪占D年代的一段历史。这

正是中华大地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我们从一县的风云变幻中，既可以看到中

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国家的衰败、生产的停滞、人民的苦难，更可以

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

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的历史；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

史。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辰溪县志》作为一本反映地情的资料

性著述，其作用是其它著作不可替代的，而且将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显示它的

光辉。这是一本资治之书，致用之书。书中提供了大量信息，党政领导机关在

拟定规划、制定政策以及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时，可以从书中找到历史和现状

的资料，作为决策的依据。志书中详细记载了本地山山水水、名胜古迹、当地

人民的爱国和革命斗争，著名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具体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革命斗争以及革命先烈的事迹，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这些都是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

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辰溪县志》是一座内容丰富的文献宝库。在自然科学方

面，提供了地质、地貌、矿产、气候、水文、土壤、野生动植物、自然灾害以

及医疗、卫生方面的资料；在社会科学方面，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人口

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中得到丰富的资料。

历史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是发生于具体时间、具体空间的具体历史事

件，不能任意编造和篡改。《辰溪县志》的编纂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具体地、真实地再现了县境内自清末以来从自然

到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大凡这一时期内重要的人和事均囊括其中，资料全面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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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真实可信。为编纂这本传世之作，编纂者不畏艰苦、清苦、辛

缕，惨淡经营。从制订篇目、搜集资料、撰写初稿到总纂成书，各

意把好质量关，事亨考证以求真，字字斟酌以求准。1991年夏志书

时召开了评稿会，广泛地听取了各方意见，然后进一步调整篇目、

统一体例、润色文字。而今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志书，尽管还会有这样那样的

不足之处，但作为编纂者确实发挥了自己的最高水平，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既做到了内容丰富，又保证了事实真实。这一点，‘当代和后代的读者都会记住

他们的。

最后我想提醒读者注意《辰溪县志》的结构形式。修志伊始，辰溪志办的

同志就拟变革志书的外在形式，改以章统节的章节体为以纲统目的条目体(或

谓纲目体)，写信征询我的意见，当时我出于对他们创新精神的尊重，回信给

予了支持。1988年，我应邀到了辰溪，参加了县志的篇目讨论，他们对条目体

的执著探索使我深受启发，尤觉条目体存在之价值，故在全省的一些场合推广

过辰溪的作法，然应和者寡，至今全省在本届修志中采用条目体的唯辰溪一

家。我觉得这并不能说明条目体没有存在的意义。历史上地方志从来是多体并

存的。从全国来看，本届修志绝大多数采用章节体，也有采用条目体的。二者

各有优劣，难定一尊。章节体的最大优势是能把多类目按一定逻辑关系排列组

合起来，便于检索，使读者容易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然而，由于事类的多元

性，其本身有多种属性和划分标准，故在分类时难以完全避免逻辑混乱，而条

目体在这类问题上则。能应付自如。从《辰溪县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条目体以

事物性质分英，而以目为记述实体，记述的对象都此较具体，概念的内涵较

小，其上下左右的相因隶属关系隐含于一种内在的联系。这不仅可使志书便于

归纳材料，避免内容重复，精简篇目，而且也能使各个类的归属更为系统合

理，整部志书构成一个纵横有致、脉络分明的有机整体。

遵嘱写了以上的话，权且当作序言吧1

2

禹舜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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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辰溪县志》，六经春秋，数易其稿，终于问世。谨书片言，权以为序。

辰溪历史悠久，山川钟秀，物产富饶，交通称便，人民敦厚诚实，勤劳勇敢，

真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西汉初年置县以来，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期间，辰

溪人民在这块土地上艰苦奋斗，繁衍生息，反抗阶级压迫，战胜天灾人祸，发展科

学文化，不断地向着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人民创遣历史的征程中，更有各个

时代、各个领域的历史名人大显身手，叱咤风云，灿若群星，光耀青史，成了辰溪

人民的骄傲和光荣。特别是近百年来，在推翻帝制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辰溪人民更是一代又一代地献出了自己的优秀儿女，

为华夏中兴立下了丰功伟绩。新中国诞生后，这里的人民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自

力更生，改造山河，在曲折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无法

比拟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改革创新，奋

办开拓，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日趋富庶，真

可谓政通人和，百业俱兴。 ，

盏世昌明，修志乃兴。J9盯年3月，中共辰溪县委和县人民政府，负历史之

使命，据人民之要求，决定新编《辰溪县志》，成立编纂机构，调集人员，聘请顾

问，时经三年，开创了局面，奠定了基础。J9鲴年初，我们有幸受命主持县政，

乐继修志之业，深感任务艰巨，决心重其亨，劲其业，成其果。

县志，是一县之百科全书，为。鉴前世之盏衰，考当今之得失”，俾使后人。前

有所稽，后有所鉴”之巨著。新编《辰溪县志》，秉承。资治、教化、存史”宗旨，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运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贯通古今，记述了辰溪的地理风貌、政

治军事、经济形态、文化教育、风俗习惯、人物胜迹等各方面的演变，上溯两千余

年，纵横百里，凡重大事情，均有所载。它将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县情；探求规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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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历史，正确决策，发挥优势，繁荣辰溪发挥一定的作用。

编纂《辰溪县志》是一项浩繁的综合工程。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和全县

人民支持下，县志办公室编纂人员不辞艰辛，忘我笔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省、

地地方志编委会和县志顾问以及在辰溪工作过的老同志，对我们编纂县志给予了多

方面的帮助和精心指导，令人难忘的是1988年JJ月下旬省、地编委会的领导和专

家学者，济济一堂，共议志稿篇目，为《辰溪县志》殚精竭虑，在此一并敬表谢

意。

本志虽经编纂者反复修正，力求无误，但书中瑕疵仍然难免。成书之后，望读

者及后人匡正纠缪。

愿全县人民同心同德，开拓前进，创造更大的功绩，书写新的史诗。

4

中共辰溪县委书记 余国云

。辰溪县人民政府县长 周宗亮

一九九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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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新编《辰溪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据全县政治、经

济、文化发展状况及所掌握史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新观点、新资料、新方

法进行编纂。力求融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体。

二、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等组成。专志为条目体，按地理、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顺序，平列32卷。巷首设无题序言，勾勒事类全貌或立卷

宗旨。卷下以类目、条目、子目的层次展开。

三、本志断限，立足当代，统合古今。上溯事物的发端或依掌握的资料而定；

下限为J粥7年，个别事物延伸至』992年。 ．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辅以图、表，以弥补文字记述之不足。照片按。系

列”排列。附录则尊重原文，不作更改，以资存史。

五、本志纪年，朝代年号、民国年号，均括注公元，其具体月日，用中文数字

记述的为阴历，用阿拉伯数字记述的为公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年

号，以阿拉伯数字书写。

六、本志资料来源，除国家出版的各种史书注明出处外，其余或旧志，或档

案，或统计资料，或社会调查，均不注明出处。

七、本志使用的各种数据，原则上依据县统计局资料，统计部门缺失的，则用

有关业务部门资料。

八、本志所用计量单位、商品价格、货币、地名、机构、官职均用当时的名

称，以反映历史原貌。古地名今已废弃者，括注今地名。

九，本志人物卷，遵循。生不立传”之通则，立传者，均系有影响的已故人物，

排列以卒年为序，不再表列。抗战时期阵亡将士，各个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及健在

的知名人士分别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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