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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永兴县志》从1986年开始，历时7年，数易其稿，终于总纂成

书，出版发行。这是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永兴从汉高祖五年(前202)设立便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从明正德八年(1513)的《永兴县志》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永兴

乡土志》，县内先后九次修志，倾注了前人的心血，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不仅有重人文、轻经济的倾向，而且夹杂着不

少封建糟粕；更遗憾的是这些志书，或残缺不全、或散失各方。民国期

间，县政府曾三次倡修县志，均未能付诸实施。县内仅存的两部清代《永

兴县志》，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从北京图书馆和湖南日报社复制的。

永兴县志失修百余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境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中，永

兴人民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既有成功的欢

乐，也有失误的苦衷。将这些风云变幻、可歌可泣的事迹；兴衰起伏、利

弊得失的经验教训载入史册，使其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作

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永兴县志》的编纂，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方针，不拘一格，探索前

进。七年中，在搜集考证资料的基础上，几度谋篇设目，编审志稿，总纂

成书，全体修志同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无私的奉献；许多老同

志和有关专家、学者给予了亲切关怀和热心指教。《永兴县志》是成千上

。万人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

《永兴县志》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以翔实的史料记述县内的自然



·2· 序

地理、政治经济、文教卫生和风土民情，似车接轨、如火添薪，再现了从

建治年至1988年永兴历史的本来面目。既可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

之略、续史之无，又可为永兴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它对于全县各级干

部、科技人员掌握县情、积累知识、增长才干，大有裨益；对于激发全县

人民特另4是青年一代，鉴往知来、爱国爱乡、建功立业，无疑将起到十分

重要的作用。

“地灵景万象，人杰赋千篇"。永兴人民能为过去写下光荣、自豪的

一页，必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谱写雄伟、壮丽的新篇

章。

县委书记、刘广明

县 长 何正祥
’

1993年8月



凡 ．．例

一、新编《永兴县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力求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断限：上起事物发端，下至1988年，重点记述新中国建立

后的史实，某些重要内容可下延至1993年8月。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述、记、传、图、表、录并用，专志前设序、概

述、大事记，后设附录。

四、本志在经济诸篇之前设《经济综述篇》，以加强宏观经济记述。

为突出本县特点，煤炭单独设篇，油茶、侨务单独列章。 ．

五、本志秉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入传人物系有重大影响的知

．名人士，以近代人物为主、本籍人物为主、正面人物为主。人物传记按卒

年先后排列；人物表清代以前按中举和授职先后，民国以后按卒年先后

排列；英名录分乡(镇)按姓氏笔划为序。在世有贡献的人物，采取以事

系人办法予以反映。 ．

六、本志编写采用现代语体文。新中国建立前的历史纪年，先书朝

代年号，再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计量单位名称、符号，采用国家法定标

准，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名称，照实记载；旧人民币一律换算为新

人民币值。新中国建立后需要比较的工农业产值按规定的不变价格计

算。
· 七、本志所载地名一律使用历史名称。有变更者，用括号注明今名。

八、本志资料已经鉴别、考证，一般不注明出处。

九、本志所用数据，原则上以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统计部门无记

载的采用有关单位的数据。

十、本志文字记述，力求简、严、赅、雅，忠于史实，文约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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