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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洪江市志》成书问世，填补洪江无史的空白，这是洪江人民的一

大喜事，我们感到莫大的慰藉和欢欣。遵市志编纂委员会之约，欣然

命笔，书此片言，权以为序。

洪江古名雄溪，本为蛮荒之地。宋元j右五年(1 090)置洪江砦，始

见舆图。．得沅、巫二水汇流，扼西南交通孔道，为连接湘、鄂、黔、滇、桂

。五省通衢一。明代万历年间(1 573～1 620)，犁头嘴一带，已是店铺林

立、初具规模的物资交易市场。清康熙四年(1 665)后，百工毕集，商

贾辐辏，洪江已发展成为湘西的一大商埠，凡湘西金融之汇拨，百货之

转运，无不以此为中心。民国时期，又发展成为湘西南的军事、政治中

心，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曾先后在此设立第七、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

署及第四、第七、第十区保安司令部，民国33年(1 944)设立洪江行

署。
‘

新中国成立后，洪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地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近十年改

革开放浪涛的拍击，洪江面貌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今日之洪江，政通

人和、百业兴旺、欣欣向荣。为了洪江人民彪炳史册，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中共洪江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决定编纂《洪江市

志》，结束洪江无志的历史。经全体修志人员辛勤笔耕，四易其稿，历

时六载，终于告竣。 、

《洪江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

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实客观记

述了洪江历史与现杞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鲜
明，是一部文约事丰、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性著述。我们深信，《洪

江市志》的出版，对于今人和后人认识洪江、建设洪江，探求规律，开拓

前进，必将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借鉴，实是各级领导和干部进行宏观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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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与微观指导的。信息库”，是科技人员调查研究不可忽漏的。资料

集一，一启卷便能挚千载于眼底，运全局于一心，所阅者广博，不仅有益
于今世，而且荫及后人。

’

，

．

《洪江市志》编纂成书，是社会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成果，也是全

体修志人员呕心沥血的结晶，同时在编纂过程中，曾得到湖南及怀化

地区地方志编委会领导、专家具体指导、精心修改。值此特向各级领

导、各地专家以及全体修志人员衷表深忱谢意。

注：胡黔生，原任中共洪江市委书记．

周万鹏，原任洪江市人民政府市长．

胡黔生

两页鹏

1 992年4月



序二

序 二

去冬今春，我们先后出任洪江市党政主要领导职务。适逢市志编

就送审，粗阅志稿之后，获益匪浅；掩卷沉思，感慨良多。

地方志为一方之百科全书，也是我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瑰宝。洪

江自宋开发以来，迭为名城重镇，久为兵家之所必争，民国时期已成为

湘西南的商业、政治、文化中心。尤其是新中国成立40余年来，洪江

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老一辈的艰苦创业，新一代的开拓进取，丰

功伟业，光照日月。历史，理应记下这光辉的一页。

80年代，前任洪江市党政领导同志，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

组建我市地方志编纂机构，开甜了编修洪江市志的艰巨工程。在省、
地地方志编委会的关怀指导下，在前任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经

过市志办全体同志的辛勤工作、不懈努力，《洪江市志》历经七载，终竟

其功。值此市志即将问世之际，我们谨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具有

远见的前任党政领导同志，向为编纂市志付出大量心血的全体编修人

员，向所有为市志作出贡献的有关部门、同志及各方有识之士，表示衷

心的感谢!
。

《洪江市志》，是一部洋洋80余万言的宏篇巨著。它纵贯古今，横

及百科，以正确的观点、翔实的资料、科学的态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

洪江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洪江近900年的历史进程，填补了洪江无

史的空白。尤其是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以浓墨重彩，着重记述洪江

当代，特别是解放前后的沦桑巨变，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多彩的历史画

卷。

这是一部沾满血泪的苦难史。900年的漫漫长夜、艰难岁月，包

含着多少忧患、多少艰辛!连年的灾荒，频繁的战乱，军阀掠夺，但见

饿殍载道，哀鸿遍野，且听万人坑前，狼嚎鬼哭。历代洪江人民饱尝了
灾荒战乱之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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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英雄的革命史。从少数民族人民起义的刀光剑影，到大

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革命斗争、抗日救亡运

动，洪江人民谱写了一曲曲英勇悲壮的战歌。展开市志，可以看到人
民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军阀掠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烈火，看到

洪江儿女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国捐躯的英勇事迹。
这是一部经济建设发展史。自明以来，众多商贾工匠纷纷来此经

营，带来各地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与本地人民紧密结合，艰苦奋斗，
将一片丛莽荒原逐步建成湘黔边境物资集散港口，遂成为湘西之一大

商埠。抗日战争时期，洪江处于西南后方，陆续迁入一批工商企业，促

进现代工业的兴起。解放后，充分利用原有手工业工艺技术和商业资

金，因地制宜发展地方工业，使一个转口贸易商埠逐步转变为一座现

代化工业城市。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勇

于改革创新，励精图治，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市政建设突飞猛进。．洪江

大地上，到处响彻现代节奏的乐章。

读史可以知古，更可以鉴今。《洪江市志》为全市人民提供了一部

珍贵的历史教科书，为当代以至后世的领导者提供了进行正确决策的

依据，为各条战线的专业人员提供了进行科学研究的丰富资料，为对

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为我们

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件无价之宝。它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振奋全市人

民的革命精神，激发人们认识洪江、热爱洪江、建设洪江、振兴洪江的

壮志豪情a：愿全市人民以史为鉴，不忘过去，珍惜今天，放眼未来，沿

着老一辈革命家开辟的社会主义航向，为把洪江建设得更加美好，团

结奋斗，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再展宏图。
刘之明

邓星瑞

1 99 3年8月

注：刘之明，现任中共怀化地委委员、中共洪江市委书记．

邓星瑞，现任洪江市人民政府市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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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洪江市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

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组成。概述总览市情，

统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专志横列门类，纵述史实。结构为篇、章、

节、目。表述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

三、本志为洪江历史上第一部志书，上限尽可能追溯到各类事物

的发端，下迄于1 988年，个别篇章为表述事物发展的阶段性适当下
延。

四、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志书下限的1 988年现行行政区划为

准，为反映城市的特点，在表述上以今市区为中心，略及相关联的地
域。

’

●

五、本志人物设传记、英名录、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名录。人物传排

列不分类，以卒年为序。．

六、本志历史纪年，1 949年9月30日以前(简称解放前)均用历

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1 949年1 O月1日起(简称解放后)，一律用

公元纪年。

七、本志各类数据，凡属全市性的：以市统计局公布的为准；业务

细目数字由各有关单位提供，在统计口径上可能略有歧异。

八、本志著录的资料来自各级档案、图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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