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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船豫陵

括地成图，世纪琅环之简；采风作志，史传郡国之书o“治天下以史为镜，治郡

国以志为鉴”，编史修志，兹事体大。

常德有志，始于南朝黄阂所著《武陵记》。唐修《郎州图经》，明永乐、成化年

间，两修《常德府志》，奈何俱佚。嘉靖时，多次修志，惟留邑人陈洪谟之20卷《常

．德府志》；清嘉庆时，陈楷礼纂《常德府志》；同治时，始纂《直隶澧州志》。嗣后，直

到1988年，方由中共常德地委领导，行署主持，编修《常德地区志}60部分志。然

综合志130年间未见续作，乡里邑人多憾不获赓载，执事当政常叹无籍可稽。

常德历史悠久，人文底蕴着实丰厚，善德文化根深蒂固，“常德德山山有德”更

是传诵不衰。然而在封建制度长期统治下，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经济萧条，民

不聊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常德人民方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常德历史才

驶入新的纪元。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常德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

期，正本清源，吐故纳新，经济建设一日千里，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渐富

足，城市建设面貌一新，可谓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盛世修志，适逢其时o《常德市

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努力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

表”的重要思想，存真求实，秉笔直书，客观公允地记载了上起1840年、下讫2000

年常德“前仆后继悲而壮，改天换地慷而慨”的历史。历五年寒暑，成传世宏篇，集

思广益，博采众长，记历史之沿革，绘山川之秀美，述政治之兴替，言经济之消长，

陈风情之演变，堪为“常德近代之全史”，必将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重要

功用。

经世致用。《常德市志》编排科学，包罗万象，读之感慨良多，两点尤甚。一是

要实践“三个代表”，永褒先进性，就必须不断创新，与时俱进o《常德市志》数易

其稿，开始没有随文图片，后来联系志文插入大量珍贵历史图片，达到了图文并

茂，完备体例，提升品位的效果。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创新，证明“代表先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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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前进方向”是具体的，可以实现的。二是常德大有希望。通过《常德市志》，我

们了解到常德不仅创造了像城头山那样辉煌的远古文明，而且曾经一度是食品、

医药、机械、纺织、卷烟等工业基地；虽然备受水灾侵扰，但更有许多防汛成功的经

典之作。这一切，都证明市委、市政府当前发展常德经济的思路是正确的，措施是

可行的，使我信心十足。这一点，也必将激励我为常德人民更加勤奋工作，办好常

德的各项事业。

时下，常德人民正在掀起新的一轮创业高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化、城

市化，任重而道远o《常德市志》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资治的借鉴、决策的参考。

我谨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为《常德市志》呕心沥血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相信，在中共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全市人民一定能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有所作为；常德必将成为一个文明、富裕、充满朝气的新常德!

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常德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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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陆高又

历时五年的《常德市志》，经过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耕

耘，现在终于付梓I'．-J世了。这是文化开发常德和文化繁荣常德的盛举，是我市精

神文明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

树立常德精神、弘扬常德精神，是事关全市600万人民的一件大事o《常德市

志》体现了常德精神的精髓：尚德、勤劳、淳朴、睿智、团结、进取、创新。志书展现

了古代沅澧流域建置、山水、风俗、军事、人物等历史文化的内蕴和积淀，展现了在

革命战争年代常德无数仁人志士为革命胜利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崇高精神，更

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常德人民励精图治、敢创一流、敢为人先的创业品

格。这些都是我们引以自豪，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精神品质。市志用文字和图片的

形式生动形象地记录下来，再内化为常德精神，并以此激励我们及后人为建设常

德，建设祖国更加奋发图强o

“治天下以史为镜，治郡国以志为鉴o”《常德市志》是常德的地方全史，全面、

系统、真实地记录了常德自1840—2000年来自然、政治、经济、人物、社会生活等

各．个方面的史料，从各个层次和侧面反映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市志不仅为

世人提供了认识常德、了解常德、研究常德的历史性的系统资料，而且为各级党政

领导和从事各项事业的干部借鉴历史经验和开发常德资源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

料，为进一步振兴常德经济提供了决策依据o

《常德市志》是对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

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进行思想教育的亲切形象的乡土教材。市志着重记

载了我市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经济总量逐渐增

强，产业布局日趋合理，基础建设明显提高，城市品位显著提升，生活水平明显改

善。这不仅增加了我们建设新常德的信心；而且是对我们在新世纪迎接机遇和挑

战的激励和鞭策。通过市志的教育和熏陶，常德人民将更加满怀热情地建设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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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设祖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常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名城古郡，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善卷先生在尧舜

时期就开启民智，广施教化。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

城遗址和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遗址。现在的常德已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卫

生先进城市，全省园林城市，全国交通管理模范城市。我们要通过读志、用志掌握

市情，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和比较优势，深入改革，把经济和社会发展推

向一个新的高潮；我们也要通过市志的宣传和发行，打造常德品牌，提升常德知名

度，让常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新的世纪里，发展是常德的第一要务。只有发展，常德的经济才能实现腾飞，

社会的整体水平才能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整体素质也才能提高。只有发展，

常德在21世纪才能铸就辉煌。要发展，就必须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

进程，尽快把常德建成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美好社会。发展的关

键在于人才。翻阅《常德市志》，我们不难发现，常德历史上不乏政治家、军事家、

艺术家，但“经济型”人才却凤毛麟角。在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要进一步营

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创新用人机制，致力于培养和造就出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

用他们的智慧来打造常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航母。

《常德市志》编纂的完成，标志着新一届修志的开始。历史的辉煌已经载入史

册。我们相信，经过全市人民的团结拼搏，开拓创新，未来将更加辉煌!

(作者系常德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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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志书坚持存真求实，秉笔直书的原则，全面记述常德市自然和社会的历史

与现状。

二、常德市现辖武陵区、鼎城区、汉寿县、桃源县、临澧县、石门县、澧县、安乡

县、津市市9个区、县(市)，记述的内容以该地域为主。1989年以前慈利县(今张

家界市慈利县)属常德，因本志很多资料来源于《常德地区志》，1840—1988年的

部分内容记述含慈荆县。 ：

三、志书记事上限公元1840年，下限公元2000年，个别地方适当上溯下延。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大事记采

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记述法；人物传记用纪传体；其余文字皆采用语

体文记述体。

五、志书遵循社会科学分类原则，设编、章、节、目、子日，采用横排竖写。

六、入志史料源于古今府、州、市、县志书等各种志书及其他文献，各类档案、

图书、报刊、碑刻等，重要史料注明出处。

七、本志书入志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通则，以正面人物为主，本籍人物为

主，对历史有显著影响的人物为主，兼顾其他。人物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

八、本志书所用统计数字以市及县、区(市)统计局统计数字为准，结台采用有

关单位调查核实的数字。

九、1949年9月30日以前沿用历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期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和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清

朝及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

十、计量单位名称符号，一般采用国务院1984年规定的国际单位制，对历史

计量单位一般予以注明。

十一、机构和地名均用当时名称，有变动的括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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