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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修志。《醴陵市志》迎着改革开放的大潮问世了，这是我市人民政治、

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醴陵东汉置县，而有志书

则始于宋张耕之《渌江志》。自明景泰三年(1452)首届官修县志以来，至民国

37年(1948)，近500年间，共官修县志十二届。历届志书虽有其精华，但由于

受历史的局限，尚存有不同程度的缺点和糟粕。本届修志，不是循例在原有志

书基础上续修，而是在继承地方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重新编纂社会

主义新方志，使之服务当代，惠及后世。

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是文化建设中’一项纵横结合的系统工程。新编《醴

陵市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观点正确、史料翔

实、特点鲜明、体例完善、文风端正的质量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详

令略古的原则，系统记述醴陵的历史和现状。通过广征博采，反复考证，用翔实

的资料，比较全面、系统、具体地记述了醴陵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人物等

各个方面的情况。所用资料，经过整理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具有系统化、

条理化等特点，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是动员全市人民开展“知我醴陵，爱

我醴陵，建设醴陵”活动一部较好的乡土教材。。

修志的目的在于资治、教化、存史，而最主要的是资治。两千年的历史经

验，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醴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是主流。但是，社会主

义建设是一个自我探索、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有成就，也有

失误。新编《醴陵市志》在充分记述成就的同时，并没有回避记述失误，为的是

从中吸取经验，引出教训，使人们变得更聪明些。因而，志书具有较高的实用价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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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以为各级领导、各个部门实行正确决策提供信息、依据和借鉴。

本届修志是在中共醴陵市委和醴陵市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的。从1986年

着手工作，到志稿评审，历时七载，人改篇目，五易其稿，其工作之艰辛，可想而

知，1988年，我兼任市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由于业疏事繁，对市志编

纂工作参与太少，所幸有退居二线的几位老领导和修志同仁，兢兢业业，认真

负责，一丝不苟，不避寒暑，忘我工作，使《醴陵市志》编纂这一艰巨工程，得以

善始善终，圆满完成。

在《醴陵市志》编纂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株洲

市志编纂委员会．邻近市、县志办公室，醴陵籍在外地工作的领导、专家、学者

的热情关怀与大力帮助，得到末市老一辈领导同志和各级各部门负责同志，以

及修志同仁的大力支持与通力合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们缺乏

经验和水平所限，志书难免会有疏漏、缺点乃至错误的地方，敬希广大读者给

予批评、指正。

殷海清

199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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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季春，费时八载的《醴陵市志》终于竹梓，可喜可贺j ’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抖。，记一方历史沿革之要略，山川

地理之特点。政治风云之变幻，经济文化之盛衰，以明地情，观兴废，见得失．收

资治教化之功，继往开来之效．此编修方志意义之所在。历朝历代，谋政者无不

重视地方志的编修。

中共醴陵市委、醴陵市人民政府+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986年夏组织

专门班子，重新编修《醴陵市志》，市长朱汉钦、殷海清同志先后亲自主持。1993

年10月，大功垂成，而海清他调，我奉命自枝来醴，继任醴陵市市长兼管修志

一役。攸醴毗邻，我素仰醴邑一方胜区，山川俊秀，人物风流，能为醴陵人民效

力，内心常引以为幸事。今日新志成于任内并序之卷端，欣喜之情，非言语所能

形容。
’

．

醴陵，荆楚古邑，湘东明珠。自东汉立县，迄今已近两千年。勤劳勇敢的醴

陵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耕耘奋斗，写下无数辉煌篇章。早在宋初醴陵

就开始种双季稻，清代成为湖南发展双季稻的中一心。清末，醴陵以盛产瓷器和

鞭炮烟花而闻名于世。绚丽多彩的烟花，晶莹剔透的瓷器，闪烁着醴陵人民的

智慧之光，把醴陵人民的美好情意播洒五洲四海，从而使醴陵赢碍“瓷城”和

“花炮之乡"美称。

醴陵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历史上有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这里是南方革

命老根据地，“秋收起义"的战场。大革命时期如火如荟的农民运动，曾受到毛

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为颠倒旧乾坤，建立新中国，不少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英名在册者就有2000多名。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醴陵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一个又

一个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市十年来，古邑焕发青春，各项事业

飞速发展。1990年，成为长江流域第一个亩产过吨粮的县市，是全省五个财政

收入过亿元县市之一。当前．瓷城革故鼎新，其势正酣。全市人民齐心协力，朝

着小康目标迅跑．，呈现出千帆竞发，百端正举的喜人气象。

楚地自古多材。醴陵钟山水灵气，英才辈出，各领风骚。’古代的名臣贤宦，

志士仁人众多，特别是近、现代史上涌现出一大批风云人物：有民主革命的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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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有为创建苏维埃政权英勇献身的著名烈士；有为抗击僖寇、血洒太行的著

名军事家；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杰出锄抽；有著名的爱国将

领；还有一批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渌水养育的醴陵优秀儿女，为桑梓山河增

色，使《醴陵市志》平添份量。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前辈业绩，理当载诸史册；传诸后世，以鞭策今人，激

励来者。考醴陵县志。历代编修凡十有二届。新市志借鉴旧志又不固于旧志，从

内容到彤式都有历史性的突破。采编诸君，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子孙负责的态

度，穷搜博采，实事求是，补疏漏，正错讹，去浮华，戒矫饰，务求至信至真至善。

其体例之完备，史料之翔实，剪裁之科学，规模之宏大都为历代志书之冠。而

且，过去与现状互为映衬，图表与文字相得益彰，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

特色，是一部权威性的醴陵地情百科全书。

揽志而观，醴陵数千年沧桑尽收眼底，两千里市情了然心中。一卷在手，党

政领导可为决策参考；全市人民可作乡土教材；异乡游子可藉以寻根溯源，聊

慰乡思。功莫大焉!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全体编修人员，满怀着对桑梓的挚爱，全心全意投入，

任劳任怨工作。自姑至终，不敢存半点苟且，未尝有一时懈怠。孜孜讫讫，八年

辛苦，实不寻常!其诚可勉，其志可嘉，其功不没I

渌水悠悠，不舍昼夜；天造文笔，好点春秋。昨日辉煌已载入史册，醴陵新

篇有待从头写来。二十一世纪桅帆在望，我4f1．正-．站在一个历史的交叉点上，展

．望未来，任重道远。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我们对瓷城的明天充满信心!我相信；

《醴陵市志》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激发醴陵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推

动醴陵各项事业的向前发展。作为一市之行政首长，我自当为醴陵的繁荣而殚

精竭虑，不遗余力。借此机会，我也殷殷寄望于百万父老乡亲；发扬传统，振奋

精神，矢志奋斗，辨我醴陵!以无愧于先辈，无愧于来者，无愧于当今时代，无愧

于脚下这方热土!

“后之视令，犹令之视昔也。”让后世子孙再修邑志之时，为我们今天的成

就而自豪I ．

畅意握笔，是以为序。

4

颜石生
1994年12月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醴陵的地理、

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

二、全志由总述、大事记、分志和丛录组成。分志一般设篇、章、节、目、子目

五个层次。 ．

●

三、本志记事溯源，下限原则上止于1990年。

四、本志记述范围以现境为主。但1949年前史实，按1959年醴陵管辖境

域异动前范围记述。人口篇史实，分别按1959年境域异动前后范围记述。

五、全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六、全志均为语体文。总述、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

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其余均采用记述体。

七、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前，采用各朝代年号，用农历记述，注明公元纪年。

民国时期，一般采用民国纪年，注明公元纪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活动，采用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八、醴陵县城于1949年7月25日解放，此前称解放前，此后称解放后。
’

九、本志记述地名以《醴陵县地名录》为依据。涉及历史上的地名，按当时

名称记述。

十、政区名称，均按当时的政区名称记述。醴陵在1985年8月15日建市

前称县，建市后称市。县(市)治地，在1986年撤城关镇前称县城或城关镇，撤。

镇后称城区。株洲市指所辖各区，株洲地区包括所辖5个县市。 ?

十一、本志所用1949 1990年的社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

均经市统计局换算为1980年的不变价，以便比照。农村社会总产值和乡镇企

业总产值、总收入皆为当年价。各乡镇农村社会总产值，均不包括市及市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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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

企业产值。

十二、本志计量单位的名称、符号与内容，1949年8月前，接当时的计量

单位与名称记述。1949年8月起，按国务院1984年2月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

记述1个别通用成习而又不便换算的仍I曰。

十三、本志人物，按志书通侧，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醴籍人士为主，同时

选载少数在醴陵活动，有较大贡献或影响的客籍人物；以正面人物为主，酌载

个别反面人物。立传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人物表收录对象，原则上止于

1986年。 ‘

十四、本志资料主要来自省、地、市档案和1目志及新编部门志，佐以正史、

报刊、文史资料、家谱及有关人员回忆资料。1949年起的数据，主要来自市统

计局。发现的矛盾，均经核实订正。一般不注明出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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