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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考证纂修，历时十年，堪称

她的问世，实乃我县一大喜事!

编史修志，盖因鉴史方知今，鉴

史可资治。以今日观点研之，则国情产生于对国家历史和现状的认识

与分析，而只有根据我国国情，方能制订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之蓝图。因之，要振兴谷城，势必首先洞悉谷城县情。

志乃一方之全史，县之有志，如国之有史。继旧志修新志，即是衔

接历史，无愧先辈，又无负于子孙后代。可见，修志不仅是治县之需、

当务之急，而且也是承先启后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谷城自西周封谷伯、立谷国，迄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勤劳勇敢

的谷城人民，在这块赖以生存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世代相传，艰苦创

业，历经沧桑，在漫长的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创造了无数可歌可

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辛酸与晶莹闪烁的历史篇章。在这块土地的哺

育下，“江山代有才人出’’。吴国大夫伍子胥、明末廉能有政绩的东阁

大学士(宰相职)方岳贡、清光绪时与德侵略者斗争立功授二品顶戴

的迤西兵备道刘元弼、辛亥首义烈士杨洪胜、中共谷城地下党早期领

导人高如松、革命英烈李亚声、张懋修、农民起义领袖吕思扬、丁江

兴、少数民族俊杰海凤山、马玉贵、女中魁陶之秀、刘英、书法大师兼

名画家何兆祥、全国劳模蔡以田以及专家、教授、名医、总兵、将军和

民I；-J能工巧匠、尖子艺人等等，皆是一代骄子、拔萃精英。特别是1926

年秋以后，谷城人民在中共谷城县委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建立

红色政权，为驱散黑暗，迎接朝阳作出巨大牺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谷城人民在中共谷城县委的领导下，以

主人翁的精神，战天斗地，阔步向前，使谷城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

农村，实行了土改，解放了生产力；在城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

社会主义改造，整顿市场，稳定物价，安置就业，安定了人民生活；工



业从无到有，逐年上升；交通和水利电力建设，工程浩大，成果丰硕；

文教卫生等项事业，也相应得到较大发展。60"--,70年代，虽经历了一

段艰难曲折，但自古路是人走出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

谷城县委按照党的方针政策，纠正了过去的失误，在政治经济上，实

行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使谷城各项事业迅速步入一个新阶段，工农财文都取得突

破性的可喜进展。从而使古老衰败的谷伯旧邦，日新月异，旧貌变新

颜。

新编《谷城县志》科学地再现了谷城的历史，它兼蓄百科，资料性

强，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可读性，实为我县各行各业必备之书。

值此新志问世之际，我谨代表中共谷城县委，向为修志付出辛劳的编

委、编辑和参与搜集资料、审稿、打印、校对等工作人员深切致意!

注：刘有庆系中共谷城县委书记。

石卜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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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

先后纂

认识我

县、了解先辈生活与斗争之绝无仅有的无价珍宝，永具“存史、资治、

教化"效益。人类历史长河在继续奔流，新的业绩由当代人开创，新的

历史自然有待于我辈来书写。

自古“盛世修志”。当今欣逢改革开放、经济振兴之年，适时新修

《谷城县志》，既是历史赋予我辈之责，又为当代迫切所需。因此，我县

于1981年秋成立修志专班，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省、市业务部门

的指导下，各有关单位通力协作，广泛搜集资料，经十年努力，终于成

书问世。

新编《谷城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四项基本

原则"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编写，文字详略得体，内容丰富翔实，科学地记述了从辛亥革命至

1987年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习惯、自然地理

和人文地理等诸方面的史实。不饰非、不溢美、不贬抑，实事求是地揭

示了本地近80年的兴衰得失。本志按照“纪纲志类，详近略远，综述

历史，分陈现状’’的编写方法，体现了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相互

统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是我县各行各业查阅史料之

必备的工具书，是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是各级领导决

策参考的“资治必读’’。以史为鉴，得益当代，惠及后人，对认识谷城、

繁荣谷城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新编《谷城县志》虽还不尽善尽美，但与旧志相比，却大有发展与

创新。资治之鉴，信息之库，一旦奉献社会，必将对我县社会主义物质．

． ．／砂



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注：朱有学系谷城县人民政府县长。

文飞篝



凡 例

一、本志取事，上限自民国元年(1912)，与最后一部旧《谷城县

志》相衔接，下限为1987年，“大事记”、“建置沿革"、“自然灾害’’贯通

古今，“宗教、帮会’’等卷作必要上溯。

二、本志立地理、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财政金融、贸

易、工商物价计量管理、政党政协社团、政权、司法、民政劳动、军事、

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宗教帮会、民俗方言、人物共20卷，卷下

纲目以一、(一)、l、(1)4级序号标示。

三、本志按“纪纲志类"分类，不受机构隶属关系局限。

四、按照“生不立传”的修志惯例，人物志只收入各方面有代表性

的已故人物，其它均因事叙人。

五、本志在时间上跨越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在称谓上，“中华民

国”时期，简称“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称“建国

后"，1948年7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谷城全境后，简称“解放
巴"

／口 。

六、本志时间表述，谷城解放前，除中共谷城县组织史按公元纪

年外，其余均以朝代纪年与公元纪年相对照。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

年。

七、计量单位，民国以前，仍保留原度量衡制不变。建国后，一般

均采用国家公布的《计量法》规定之计量单位。

八、本志资料大部分来自中央、省、市、县档案馆及本县各部门，

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

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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