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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祁东与祁阳分治之前，．从明正统年

间至民国15年(1926)，共修过九届县志。最后一届县志为本籍前清举人李馥主编。这
些志书虽受时代的局限，观点上有些偏颇，但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今

躬逢盛世，编修地方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历史使命。我是本籍人，长期在本

县工作，且历任两届县长，有责任组织人力，把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编纂

出来。“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鉴古知今，启迪当代，惠及子孙，这就．

是我力主编纂本届县志的目的所在。

新编《祁东县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新观点i新材

料二新方法和新体例，统合古今，详今略古，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实

事求是地记述三国吴孙皓元兴元年至天纪四年(264～280)闻分泉陵置祁阳．永昌

至1985年境内的自然、政治i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全志采用述、记、

志j图j表、录等体。卷首设概述、大事记总揽全志；以专志为主体，横列门类，
纵述史实；卷末置附录，拾遗补缺。可谓“集古今为一卷，览百业于须臾”，堪称

地方性的“百科全书”。

《祁东县志》经湖南省和衡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评议、审查、验收，衡

阳市人民政府批准，于今公开出版。这对于了解祁东的基本县情，从历史的兴替

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党政干部提供决策依据，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提供

研究资料，为广大人民提供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乡土教材，为各行各业提供咨

询，为海外同胞关心和了解家乡建设等，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编纂地方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编史之难，莫过于志”。本届修志，在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由县志办公室专事编纂。在编纂过程中，省、市有关领导

和专家、学者曾多次亲临指导，得到了县属各单位的鼎力相助和曾在本县工作过

的一些老领导及本县在外地工作的一些同志的热情支持。经过县志办公室全体同

志锲而不舍的辛勤笔耕，千秋史业终于成编。在这本志成功之时，一并表示衷心

的感谢_

祁东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国璋

1992年7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朴实，严谨、科学的要求，

实事求是地记述祁东的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全志设29编，以专志各编为主体，志首设概述，大事记，志末设附录。

各编设无标题绪言，编下设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 一

．三，以现行行政区划立志，属地记述，纵贯古今，详今略古。祁东县1952年

4月从祁田县析置，为避免称谓上的混淆不清，’析县之前发生在今祁东境内的事

注明“今祁东境内”，以示新县和老县的区别。

四，本志上限从实际出发，根据所掌握的资料上溯；下限·般至1985年，个

别章、．节适当下延。 。、

五、历史纪年书写，民国前用旧纪年；汉字，夹注公元纪年；中国共产党的

活动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阿拉伯字；未注明世纪的年代，均指20
●

。

世纪。

六、本志各项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为主，统计部门缺少的，则以各事

业部门提供的为准。计量单位和计量数据，除个别地方按历史称谓外，均换算为

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
’’

．． 七、本志不为生人立传，生人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人物传记重点收录各

方面的代表人物，以卒年先后为序。
’

八．本志资料来源’f文书档案、各部门专志及历代史志书籍，为节省篇幅，

不注明出处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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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祁阳民国政府⋯⋯⋯⋯⋯⋯⋯⋯⋯⋯⋯⋯⋯⋯⋯⋯⋯⋯⋯⋯⋯·⋯⋯：⋯⋯“⋯?一(53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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