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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 是中华文化中

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 一批又

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赂，比吨风云， 谱写了辉

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影，影响

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砾而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篡出版《湖湘文库b 大型

丛书.

4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 传承、研究、

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

今，编寨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

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

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

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

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 下限断至l问9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

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 一体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

前言， 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

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

前言，则11t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

1且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

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i化、夺、衍、倒作

正，补. 删. 乙，有需要说明的问姐，则作出校记，

一般不4惜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

特殊情况外， 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

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

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B 卷轶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

望社会各别t评指正.

《湖湘文库B 编精出版委员会



前

《洞庭湖保安却l 田志))问世前的研究情况

从明路精年间开始 特别是消逝光 、 咸丰年间以后.长江之

荆江段问道形势大变.北i在诸口尽寨.南IFH四口"先后形成或

扩大 叼 洞庭湖由"j;长毛江的水袋于"变成了"长江阳的~t钞沙l肚、袋子

湖区及其影响所及的t长t江中下游水忠逐渐扣加l多、力加H大。 自此，地

理 、 水利 、 农业 、 水产、 气象、环境保护等各界的专家学者.政

抖的有识之士 ， 以及洞庭湖区的村夫野老， ï!JïM洞庭湖如此严峻

的形势 ， 真不迫切关注.挺不焦虑、不安。 人们开始一改从先秦以

来一味对其美丽、博大、富饶的讴歌、赞叹.而对它的灾害、变

化进行反思 、 探索和争论。

明隆庆 《岳州府志 ·水利考》 所载华容人陈士元撰写的 《华容

水和l议) ，当推为研究洞庭湖的第一篇专门文章。 该文最早考察了

洞庭湖水息的由来及其危窑.在湖南最早言及市l 田的形成及其

"1111 四" 一词的含义。 消乾隆时期 . 洞庭湖的水利问题开始为朝廷

和两官所关注。 消乾隆年间前期，湖南巡抚杨锚续 、 陈宏i某、乔

光烈分别于乾隆十二年 ( 1 747) 、乾隆二十八年 ( 1 763) 向清廷写

出奕忻.痛陈洞庭湖水息的严重性，力主"禁止围湖造田飞乾隆

皇帝三写朱批 "依议\ "所办甚是"、 "甚是，所议可行\并

号成地方官员和水利各官不时查察。 此可视为洞庭湖早期研究。

m道光年问的陶汹、万年静、魏源， rj~同情 、光绪年间的岳

1m 

百



:1 1 阳人黄海仪、任鹊 . 分别写出 《洞庭湖志》、 《湖广水利论》、

理 | 例江洞庭湖利害考》 衍舟要勋、 《洞庭湖水利私ω 。 此乃

在 | 宫府要员及民间私家系统研究之始，其研究领域拓展到了湖泊的

回 | 演变与治理。

志 | 消宣统元年(1909) 丸、十月，湖南咨议局召开第一届会议，
审议湖南巡抚岑春;i.l;提交的 衍t湖;f;)、 《湖洲水道;f;)， 敛十名

议员各抒己见、 激烈论辩，并报曾继辉为主审详细审议，曾继辉

主审后撰写出了棚南咨议局湖工审查报告书)， 此乃洞庭湖研究

过程中，政府出面征ìlij 议事机俯意见，专家学者进行百家争鸣之

2 1 始，不过研究所及仍局限于水利一事。

《洞庭湖保安湖回西)概况

。可庭湖保安市IIII志) . 原名 《保安湖田志)， 又名 《湖四志》、

《洞庭湖保安市1 囚志) . 湖南省新化县人曾继辉修篡 . 民国四年

( 1 9 1 5) 刊刻于新化县维山乡遁园之辍耕楼。 全志二十四卷， 七十

万言，此后不曾重刊。 该志问世之后直为政界、学术界所高

度重视。 民国十一年，时任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阔，在

其 《曾月川先生六十寿!于} 中称 "所撰 《保安湖四者品 ，砸理斯

土者，至今奉为圭朵民国二十五年，学者彭文和摆写的。胡南

湖田问题由一书，即将其作为信史，多处引用该志的烈、札。 时

至今日，亦多有专家学者潜心研究。 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

黄永豪先生、 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邓永 E先生，便从不同的层面、

视野研究了该志，并分别撰写、发表了长篇论文 (咐末湖南洞

庭湖区挽回开垦初探 〈保安湖田志〉个案研到 (见香港教育

图书公司 1999年出版的 《华南研10 第二辑) 、 6丘代洞庭湖区的

湖田困县与地方社会一一以 〈保安湖 III志〉 为研究中心> (见中



山大学人文学院2000年选编的博士生论文) 0 (洞庭湖保安甜J rn I 前

草f，) .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关键在于它具有重大的史 |

料价值和社会价i旺。

以成书的时间言，该志是洞庭湖的第二部志书.比陶湖 、 万

年1草等订正、 刊刻的情道光五年 《洞庭湖志》 晚 l且 60余年.但页。I

惆庭湖扮作了重要康续，无愧于 《洞庭湖志》 姐妹篇的称号。

它 iè述了许多因时间关系 《洞庭湖志》 不曾言及的史事，具体、 l

详细地反映了消咸丰二年 (1 852) 藕池溃口以后洞庭湖出现的骤 i

变、巨变.同时.最早记述了清朝政府对其围湖造田所采取的从 |

极力压制到容忍 、 鼓励的态度和政策.揭示了洞庭湖治理与国势 I 3 

强弱的内在原因 记述了近代洞庭湖区国湖造田的历史过程及其

所充满的种种纠纷、矛盾、 冲突 ， 揭示了洞庭湖自然面貌的变迁，

以及地方社会中各种人群、 团体的参与 、争夺、纠葛、诉讼。 此

外.该志对湖区的许多地片 、 湖洲、挽回的沧桑之变还有历史的

个案研究。

曾继辉其人其事

曾继辉，字榆E吁，号月 ) 11 . 湖南省新化县维山乡水口村人。

生于消同治元年 (1862) 五月初七日 ， 卒于民国三十八年 ( 1 949)

八月十五日 。 综观自继辉的一生，可以说，他是湖南近代一位具

有爱国之忧、变革之心的志士仁人，也是洞庭湖区的近代农业经营

家，第一位全而深入研究洞庭湖的水利专家.省水利工作最早的领

导人。

他五岁开始读书 . 年十八 . 肆业宝庆漉溪书院 : 年三十.补

膜生 ， 旋肆!&民沙岳麓书院。 人长沙岳施书院后.在力攻科举之

业的同时 . 接受了湖南1文化和维新思想的熏陶 . 开始关.L、民生.



E i 关心国菇。 戊成变法那年春天. up参加了梁启超、谭嗣同、邹沉

盟 | 帆在湖南发起成立的商学会 讲求新学， 宣传变法 三月问 同

签 | 陈天华、 伍晓健等人一起建立湖南不缠足会(又名放脚会、天足

印 | 会上撰有 rn包脚歌) .在 《湘报》 上发表 《不缠足会驳议}

- I ( ~II (洞庭湖湖 rni却收录的妖足会问答斗机 。

是年秋天，为躲避与戊戌变法有染之锅.在姻戚陈今炳的资

助下.先后共筹款20余万元，一头栽进沉江县革尾嘴.顶坠当时

为益阳人桂事1保、长沙人刘光宗占有的一片名叫"保安统"的湖

洲.以具有现代商业色彩的名号成立..股集公司\共计-开垦湖回

4 I 约2万亩。 自号"芦中人

垦、利用，从事洞庭水利的研究、 管现。

随着湖上阅历的增多.对水悄地悄渐熟悉 悦继船'越来越不

甘于孤立经营保安一挠，而开始关注洞庭湖全糊的开辟与保护，

关注全省的祸忠与桶扯。

消光绪二十九年间五月十七日 . 以保安统所在的玩江县作为

研究对象.向湖南新任巡抚赵尔~~谨拟丁著名的 《垦务章程-十

六条);各条都的得到赵尔典的高度重视。 m立统元年 ( 1 9即) 湖

南韩议局成立， 他被选为咨议问常驻议员。 这年1LfI 叼 湖南巡抚

岑春龚向昏议用提交了衍t湖;t;)、 《湖洲水道;t;)。经咨议局公

推，曾继辉主审后撰写了创南咨议j司湖工审查会报告吵，力主

·先疏江、次寨口 终泼湖\并受咨议局的推选与议员陈、炳焕、

1时宗海一起为湖南代表， 与湖北省咨议局洽商 ， 后因湖北省主张

"先泼湖 、 次~口 、 终疏江"而"议卒未定"。

消宜统二年，为反对消政府山卖铁路的自办权.他受湖南恪

议局推举而充任湖南代表.借同陈树藩.架默庵 、 石荣钩等人赴

京fti愿，卒获ìj号而返。



清宜统三年(19 1 I) ， 以‘后世知我罪我，均有所不计"的决 | 前

心，在湘鄂两省的报章上撰写了著名、的 《洞庭湖水患论〉三篇， I ~ 

上篇谈洞庭湖水患之成囚，中篇论旺湖关系，下篇提出治理的方 ! 嗣
赂，郑重呼吁 "凡强钉横塞，垂为厉禁。"

民国元年(1 9 12) ，滨湖大水.湘都督谭延 Iì:!]在湖南首设湖区

土木工程局、督导湖区堤工水利局.分别办理湖田水利、溃统修

复和堤工等事宜.前者委临湘易荣膺任局长，后者选曾继辉任之。

曾继辉因当时正任宝庆中学校长未到职，但提交了 《条陈沿湖各

届堤工水利理由书)，洋洋洒洒，四千余言， 被当时的省府作为政

策，规令实行。

民国五年(1916) ， 谭延闰第二次督湘 ， 曾继辉被派任湖南省

消理湖田总局局长，凡属洞庭湖地域水利、提工、应兴应革诸事

全权予之。 曾继辉未履任之前曾拟定 《湖田清理章程十八条) .并

由省长公署交省议会通过;到职视事后，就地设局，分总务、评

判 、 消丈三科，以简陋的茅屋为办公室 ， 清理积案，兴办水利，

政声扬于大湖南北(见曾继鄂钥川从兄七十寿脐) 。

曾继辉在主持困县保安挠、处理保安挠讼案和清理湖囚的过

程中，在谋划、研究洞庭湖区农田水利的过程中.十分注意保存、

整理、印行各种有关垦务的文献。 民国四年独自编若 、 刊刻丁

《保安湖田志> ;年过古稀之后，又独自编著、 陆印丁 《保安湖四

志续编》 。 后者据其 《保安甜l 田志续编编次说明》 载.应有20

卷.惜已散失殆尽，现在仅存7卷，分别藏于湖南图书馆、湖南

档案馆。

曾继辉虽然政治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如他拥护辛亥革命 ，

却又不敢苟同"自 由平等"之口号.民国十六年.还曾组织假农

会.阻碍农民运动等。 但他一生情系洞庭，在洞庭湖水利、垦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I 和研究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功不可没。

自 | 曾继辉的名字，值得人们铭记。

世 l
湖 | 点校说明
II1 1 
志 |

该志原刻本的题署为你安湖田柿 。 自由保安..者，湖南行沉

江县革尾嘴上的一处堤境之名也.其名得自最早业主提串l保 、 王

定安两人名字的最后一字。 曾继辉曾在此经营 1 7年之久。 这次整

理1l1ftl.将志名定为 《洞庭湖保安湖四志) .出自如下考虑 第

一，从该志的内容看 它并非仅叙保安一挠，而是"举濒湖各

6 1 届"、 "与夫那;jJ. 疏泼方赂 ， 并志之" (见本志卷24 告明上草堂浪

笔!于) ) 。 记述湖事的三大门类，只有一类是保安锐的回册$牍，

其中两大门类是整个洞庭湖的农田水利，非保安挠的内容在全志

总衍幅巾近一半，且为该志最具史料价值、应用价值的稍彩之笔。

第二 .从作者的本意肴 ， 曾继辉以洞庭湖的一个局部"保安

(绕)"越署该志，主要是山于谦恭， ~1I ..非敢以全湖掌放自内 .. 

但其修志的着11>>点是想神虫在整个洞庭湖的‘县务前途\禅益整个

洞庭湖的"农田水利是想作为"有经验者" 贡献"鱼芫之义

务.. (见曾继辉 《保安湖边:自序) ) 。 第三，昔日从作者本人到广大

用志者，对 《保安湖田却 常以 C胡田动 称之。 据此， 整理者认

为.将 《保安湖田扮定名为 《洞庭湖保安湖田柿，不独不违曾

氏本意，而且是正其名、顺其言的需要.是用l从"舆情" 的需要。

这次点校所采用的方法.据r~本的情况有所不同 。 卷2 1 、 卷

22 、 卷23 世湖上草堂浪笔文存)， 有部分文章载于当时的报刊杂

志，或有典故见于 "二十四史"等古籍，则对照相关的报刊杂志、

古将进行他校，其余绝大部分则是理校 ， 靠细读底本从事理 、 文

理上发现问题 对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予以订正.也曾运用本书



的后文相互参证，订正一些差错处。 点校遵循的原则是 (一 ) I 前

门类、内容不增加、不删削 、 不改动.皆仍其旧 。 (二)删掉的

字，用圆括号表示 ， 居前 ， 补人的字 用方报号表示，居后 . 校

改序敛，用阿拉伯数字和1小方括号表示，放于改正处的右上角 。

此种改动处，均出校。 (三)通假字、明显刻印错误、明显同音

混用错误，提行、空格等编排方面的错误或问题，均径改，不出

校。 (四)史事方面的错误.在 《校蚓IJiC) 中交代校改依据，不

考证.不引述参校书原文。 (五)志中Jli，札因出多人之手，如l上

古人之名有字有号，有的还曾因时因地因事而变 以致前人禀札人

名用字不一致者甚多，名同姓有异者如汤油、杨剖，冷雨卒、宁 I 7 

雨亭 . 姓同名有异者如玲修林、冷修龄 . 贺鹤龄、贺益黔.赵宗

耀 、 赵宗烦，王俊、王登俊.李寿、李文寿，张有蓉、张有容、

张友蓉，王世芬、王士芬，汤岱瑜、汤鲁番，毕名魁、毕铭魁

邓金励、邓金而 且其童出一般有三四次之多，她多的达二十余

次.从保持原著面貌和惊理处置出发，只在1f!tx统一人名用字

(如邓金励、邓金册，改为出现次数多的邓金册上全志则不强求

一致，以尊茧原若.并防止臆测 ， 出现擅改古人名字之嫌。 (六)

志中地名或因笔误，或偶尔用了俗称而前后不一致者亦多 . 经考

订准确后径改，以求全志统一'并不吐出l校 l记E已，如指今I南辐县的.南

州. 一律改为"南洲

口" 一律改为"注滋口

1和和司泪l挠"飞。

整理中 \"1继辉的曾外孙、新化县维山中学教师fI克仁先生

热忱提供 (1"1 氏族谱) ， t曾继辉墓碑碑文} 等资料.为订正回继

辉的生平事赂提供了极大方便 ， 香港科技大学黄永来教授元私地

提供丁他的大作，并破费:!l印讷多宝我资料寄给了我; I怖湘m菇jf;



:: 1 中心小学教师李云涛、何小红.利用业余时间为整理者打印丁全部

制 | 书稿。 在此， 一并致谢1

安 Ili1于本人学识‘不当之处 ， 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糊

里 l
m 

何培金

2∞6年 10月 1 9 日深夜撰

于临湘市聂市镇何家和l'



自序

继辉性孤僻，然早年颇自负，不甘以农夫向命也。 前m末叫

见天下内证外{幢 大势足足，而朝野上下方回I恬以ii月，不知大祸

将至 . 于是悲然忧之。 益久有两蹈远举之思矣。 先是洞庭一湖.

为楚 、 蜀 、 黔 、 粤诸水所汇，号称八百里。 自泊 、 咸以后 ， 南岸

江堤松滋 、 毛杨、藕池诸口陆续告渍，江水失奔流澎湃之性，泥

沙随地散布，渐成洲常.附近居民次第开坠，盖居然成都成邑.

有 111 沧而桑之象币 。 岁戊}1 . 辉以六君子之变，恐株祟所及，滥

祸此间。 因附夫ID:市l缤纷.万顷芦花之内. fL斯1扯一切理乱，可

!ll.谓不阔，而又商肝北陌.鸡犬桑麻， 1t~似桃源风景 .11现~~神往

者久之。 邑陈石擎学博.前年由渔释锋归叼1r.i有湖上钢耕之约，

于是归而谋之，绑架巨款，购荒亩一区，修筑挺堪.名以 保

安" 为田二万余苗，为款甘余万金 五阅寒暑而堤工乃成。

今距筑提之始，且十有七年矣。 因忠夫农m*l'J.为国中一

大要政。 我大总统提11亚注意于京师首善之区，特设总局.各1"ì设

分局。 则夫稍有经验者.固有贡献鱼菜之义务.而又恐经手办理

之件历久而或忘也。 于是拾故筐中章程 、 ~牍 、 旺l册凡有关于垦

政者 ， 部为二十四卷.颜臼 《保安湖四却 编饮而梓之。 非敢以

全湖掌故自许，然于坠务前途亦不无神益也。 抑更有进焉者。 今

夫洞庭流域 经大禹区直1) 消纳南条诸水功月1甚大.今失去兰分

之二.而此间垦民又将全洲固有河道上下封m. l~此以往 将湘



洞 | 鄂两省人民尽为鱼魁，其流祸之烈，有不可思议者矣。 全书于此

调 | 项关系更郑重平言之。 然则兹书之山，又岂独于虽务前途稍有桦

孟 l 益云乎哉? 留心时r.;，者， 当进我于前席而敬之矣。

自 | 民国乙卵仲夏月上洗.曾继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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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淤洲地土.向以豪强兼并，讼斗不休。 盖无法\;11以防之.

故多流弊。 自前消委员文炜开办商洲坠务，有位办商洲善后事

由一书刊行于世，以后淤洲章程始归划一。 是书仿此例而广之.

庶几消到斗，讼，可为守土此间办理垦务者'之一IIIJ 。

一、 淤洲垦务.由南洲厅开办，各属均仿南洲成泉办理。 故

搜辑章程.首南洲、次华容、次酒州安乡、次沉江，均按照所办

年月先后编定，无紊乱颠倒之虞。

一、本统章程除衙署公禀挡案、本局悬贴虽章外，直11合约 、

契约、 收据等项，均按照原有保存之件全体刊出. 一字术改。 嗣

后，各据倘有遗失，则执此书刊据为凭。

一、 本提控案，前后共计十件。 前消各案有仅控县、局者，

有控至府、道、司 、 院者，民国各案.有自知111委员而控至司长、

郁督、巡按使者。 均按照原案两造呈词. 一体照登.不遗一字。

盖一案发生， 彼此各执理由，反复辩驳.斯真相始出.，Ä理!乃明。

若偏载我统一方面悄词，贝'1光明正大之理终无由表白于天下也。

兹用双方并载法，庶公是公非 明白 l昭著，仰阅者知我挠兴讼有

万不得已之心。

一 、 本统各案有已结者.有未结者 ， 有已纺而复翻者.有既

翻而仍结者。 大约备案均已丁寝，惟学回堤'!iJ 、钉塞1可迫二大案

尚未解决完结，嗣后再有呈词，拟续III <湖四志续编》二卷。 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