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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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

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

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

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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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工作繁难复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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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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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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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

观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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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

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

_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

特殊隋况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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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

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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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初版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原名为《中国实

业志·全国实业调查报告之四湖南省》，是民国政府实业部国际贸

易局为了全面了解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统一规划，全

面调查而编纂出版的。此书在写作时，称《湖南实业志》，这从该

书原序中可以看出来，故今纳入《湖湘文库》出版，名《湖南实

业志》。

《湖南实业志》的编纂工作由朱羲农、朱保训两位负责，以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的全面实业调查为基础，综合之前多次

调查的结果编纂而成。具体的调查和编纂工作由阮静如、陆国香、

侯厚吉、蒋学楷、杨竹君、姚方仁、赵康节、马骥伯、谢泽、蒋

桴、孟尔藏、陈望泰、李宪权、陶仲琦、钟慧英、程柳棠等分别

担任。具体步骤为：第一步是全面调查，第二步将调查数据编制

成表格，第三步认真审核表格中的统计数据，第四步是分析数据

作出文字说明。调查材料截止日期为1934年，即民国二十三年。

可以说，本书比较详尽地记述了1934年及其以前湖南实业的发展

情况，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湖南实业的情况。

本书作为调查报告基础上的实业志，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全面性

实业旧时是对工商企业的通称，但本书进一步拓宽了实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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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除涵盖工商企业外，还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

本书分为“绪论”、“湖南经济之鸟瞰”、“都会商埠及重要市镇”、

“农林畜牧”、“渔业”、“矿业”、“工业”、“特种商业”、“金融机

关”、“交通”十编，共63章，囊括了本书所指的当时湖南实业发

展的方方面面，不仅全面记述了湖南农、林、畜牧、渔业发展的

情况，而且全面地记述了当时湖南工商企业发展的情况。这是从

整体上表现出的全面性。其全面性还表现为各个类别上的全面性。

如“农林畜牧”业，专列19章进行记述，既有稻、薯、麦、豆、

茶、棉花、蚕桑、莲子、药材、苎麻、茶子、桐籽、水果、蔬菜、

杂粮、其他农产品、林业及木材、畜产等大的种类的全面记述，

又有大的种类中小的种类的全面记述，如蔬菜，又分为辣椒、萝

卜、白菜、瓜类、蒜葱姜和其他蔬菜；如麦，又分为小麦、大麦

和荞麦；如豆，又分为大豆、绿豆、蚕豆、豌豆。如交通业，既

有铁道、公路、水道、邮政、电政、航运等大的交通业的全面记

述，又有某一交通内的全面记述，如电政中又分为有线电报、无

线电报、城市电话、长途电话。可以说本书无论在实业的整体上，

还是在各种不同层次的种类上，从横向内容上看，记述确表现出

全面性的特征。

(---)系统性

全面性是指从横向上看的，从纵向上看则表现为系统性。本

书对各个实业的记述都是详细的，穷尽了应该反映的方面。如农

业经济，系统记述了农田概况、农佃制度、农民经济、农家副业。

农田概况中，又记述了农田亩数、农田分配、农田价格；农田亩

数中又将农田区分为水田和旱地，既有全省的统计，又有各县的



分别统计。农佃制度中，记述了永佃制、分租制、包租制的不同

形式，以列表的方式记述了各县租佃制度的概况，载明了租约形

式、押租、租佃期限及转租、纳租方法、租额、年缴租次数及业

主与佃农权利义务关系在各县的不同表现形式，有利于读者从整

体上系统了解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如工业经济，系统记述了工

业分类、工人分配、资本分配和生产价值，这本身就是一个系统。

本书将“颇不发达”的湖南工业分为桐油工业、纺织工业、饮食

品工业、化学工业、五金机器业、日用品工业及其他工业七种，

并统计和分析了各类工业工人的总数及其在工业总人数中的比例，

各类工业资本的总额及其在工业总资本中的份额、各类工业生产

的产值及其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和地位，这种系统的记述使读

者对当时湖南工业的发展状况一目了然。又如商业经济，系统记

述了商业分布、商业习惯、进出口贸易。以表格列出的各县的市

镇数和商店数，反映了湖南商业的格局以交通枢纽为中心，同时

也反映了各县的商业发展水平；以表格列出的各县的商业习惯，

既是各县商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同时又是制约着各县商业经

济发展的因素。特别是关于进出口贸易的记述尤为系统，将之区

分为对外洋贸易、对他省通商口岸贸易和本省邻县间商品贸易。

对外洋贸易的记述详列了1902年至1934年问各年洋货进口和土货

出口的金额；对他省通商口岸的贸易，具体记述了1925年至1934

年问长沙、岳州两关口历年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额，以及进出

口的主要产品品种；对各县进出口贸易的记述，不仅详列了各县

进出口的主要商品，而且载明了商品的数量和贸易额，并且还记

述了产品出口的销售途径和销售区域，使读者能系统详细地了解

湖南商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以及商品的销售地点或集

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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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某一单一实业的记载，都详述历史沿革、发展现状、

原材料来源、生产规模及产值、销售渠道和途径及交易情况等，

这同样表现出系统性的特征。

(三)客观真实性

本书内容的客观真实性首先表现在收集到的数据上。本书数

据的采集者是各县县政府、公私团体和调查专员，采集到的数据

经过了认真的审核，应该说数据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本书坚持以数据说话，分析以数据为基础，结论以数据为依

据。如关于我省平均每农户耕地面积的分析，最高者为临武县，

最低者为新化县；关于农田价格的分析，上等水田、中等水田、

下等水田的价格及其增减，都是以各县提供的数据为依据的。对

一些无确切数据的分析，本书采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或直言不详，

或者将多种推算结论一并列出。如关于我省面积的分析，虽直言

未经精密测量，无正确数字，但将中外舆地学家推算我省面积的

12种结论一并列出，作为参考结论，又将各县提供的面积相加，

作为一个参考数据；又如关于我省人口的分析，列举了历次人口

统计的结论，特别将1928年(民国十七年)、1932年(民国二十

一年)、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三次人口统计的数据列表说明，

供读者分析，这同样是本书内容客观真实性的体现。

从本书客观真实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旧中国我省农民的

苦难生活。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均以其整个时间集中于农

事上，农忙时节，则集数家之力互相择日换工帮忙，农闲时，男

则致力于畜牧等副业，女则尽力纺织等事，艰难度日。其生产工

具之简陋限制了生产水平，借贷利息之昂贵制约着生产规模。雇



农工资极低，全省平均，男工日工资二角零四厘，月工资五元六

角，年工资约为四十八元五角；女工日工资一角二分，月工资三

元一角，年工资二十七元二角。长沙市雇农的工资最高，男工日

工资五角，月工资十二元，年工资一百三十二元；女工日工资三

角五分，月工资九元，年工资一百。八元。男工日工资最低者为

常德，仅八分钱，月工资最低者为常宁，仅二元，年工资最低者

为岳阳、临澧、永绥，仅二十元。而农村的借贷利息，月息如宁

乡、道县，高达十分。旧中国我省农村经济之落后，农民生活之

艰难，可见一斑。

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是其纳入《湖湘文库》出版的

真正意义。当然，限于当时的条件，本书对各种数据的收集和统

计尽管是客观真实的，但不一定准确。作为调查报告，最好穷尽

每一个县和每一个行业，但本书仍留有未及调查的地方和未及调

查的这些地方的行业，因此，尽管本书对湖南实业发展的反映是

全面的，但仍留下了一些遗憾。本书编纂出版于1935年，在某些

方面仍带有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因此，我们三位整理者(李建

国、胡如虹、聂双武)在整理时，对个别提法作了修正，这也是

要说明的。我们还改正了本书中的错别字，但对文中个别调查数

字的质疑，因已无法核查，只好保持原貌。

修志，是为了存史、资政、育人。我们可从这部实业志中了

解情况并吸取经验，寻找加快我省发展的对策。从这部实业志中

我们看到，我省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农业大省，工业颇不发达。70

多年过去了，我省虽然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的地位仍没有变，但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经

济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普遍提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成为时

代的最强音。我省的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用现代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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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武装起来的比较完整的新型工业体系。现在；农业工业化、农

村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快步向前，我省正从一个农业大省向工业强

省迈进。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富民强省战略，制定了新型工业化

战略，将加速我省的工业化进程，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

变，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湖南将蓬蓬勃勃地发展。

李建国

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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