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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袁汉坤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长沙地方志，始于晋

而盛于明清。有《湘州记》、《长沙图经》、《长沙志》、

《星沙集志》、《长沙府志》等近80种。此次编纂的《长

沙市志》，是长沙建市以来首部新志，将分1 6卷陆续出

版。这部承先启后之作，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硕

果。

长沙历史悠久。据地下遗址考证，距今7000年

前，华夏先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开拓。4500年前，

进化到原始农业社会。商周时期，青铜器等手工技艺已

达到较高水平。春秋末期，成为楚南重镇。秦置长沙

郡，汉置长沙国，此后两千余年，长沙或为历代王朝封

王建都之地，或为郡、州、路、府设治之所。清康熙三

年(1 664年)，湖广分治，作为省垣，发展为全省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1 933年建市，1 982年国务院公

布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现在，已列为全国特大城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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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地理条件优越。南连衡岳，北托洞庭，据华中

腹地，扼南北要冲，素有“荆豫唇齿，黔粤咽喉”之称。

境内，水、陆、空线路交汇，四通八达。黄花机场、长

沙火车站、汽车东站，建设宏伟，设施一流。城区自然

环境，尤为优美：岳麓山屏立于西，秀如琢玉；湘江流

经市区，碧如飘带；桔子洲横卧江心，状若长岛；还有

浏阳河曲绕于北，年嘉湖嵌缀于东。山色空漾，水光潋

滟，形成一副美妙的自然风姿。像这样山、川、湖、岛

都拥有的城市，在全国是少有的。

长沙是人文荟萃之地，史称屈贾之乡。楚辞汉赋，

遗风远播。唐代，怀素笔走龙蛇，欧阳双璧并美；刘蜕

“破天荒”，名噪文坛；还有迁客骚人，多会如此，诸如

杜陵写句，北海题碑，长卿作赋，皆脍炙人口。宋创岳

麓书院，朱张会讲，潇湘与洙泗齐名。q睢楚有材，于斯

为盛”，出其门者，或为儒林典范，或为大将重臣：王

夫之师法屈贾，孜孜探索；魏源光大船山，启蒙后世。

曾国藩中兴清室，左宗棠固守边疆。乃至近代，谭嗣

同，唐才常变法维新，开湖湘风气之先．黄兴屡举义

旗，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立不朽功勋。民国以来，帝国

侵略之耻未雪，而军阀割据纷争不已，国家民族处于危

难之中。．毛泽东、蔡和森为追求革命真理，救国救民于

水火，邀有志之士，汇集于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宣传

马列主义，发动工农运动，组建人民武装，终使星星之



火，得以燎原。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和建设中，长沙不少

优秀儿女，为之英勇献身，并涌现出刘少奇。何叔衡、

李富春、李维汉、徐特立、谢觉哉、胡耀邦、王震、田

汉、肖劲光，。许光达、宋任穷、王首道、杨勇等一大批

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长沙在历史上是鱼米之乡，素以产粮著称，且手工

业比较发达。唐代铜官窑，首创釉下彩陶瓷，其产品远

销波斯湾及东南亚国家。湘绣为全国四大名绣之一，绣

品曾三次荣获国际博览会大奖。1 904年开埠以后，商

业更加繁荣，近代工业开始发展。但由于受封建生产关

系的束缚，反动政府之统治，长沙经济长期处于停滞半

停滞状态。抗日战争期间的“文夕大火”，使长沙城化为

一片焦土。至长沙解放前夕，这座古城依然是百孔千

疮，城市建设破败，国民经济凋蔽，人民生计艰难。新

中国成立后，中共长沙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团结全市人

民，安定社会秩序，努力恢复生产。之后，有步骤地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经过40

多年的艰苦奋斗，几经曲折，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都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

行改革开放，长沙走上了持续稳定的发展道路，大大加

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1 980年制定的到

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已于1 994年提前

6年实现。1 99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320亿元，较上

年度增长1 2．5％，高于全省和全国平均增长的幅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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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日新月异。湘江上，两桥飞架，把河东河西新

老市区连为一体；美丽的五一路和芙蓉路，贯通东西南

北；道旁高楼林立，商场鳞次栉比，形成繁华闹市；国

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望城坡经济开发区，拔地而起，

并驾腾飞；先进的电信网络，与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城市

沟通信息，十分便捷。长沙市的城市功能大大加强，综

合实力日益雄厚。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城市与建筑研

究所对1 994年全国32个1 0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进

行综合评价研究，对国民经济、。市政公用设施、市区环

境保护以及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人民生活等1 O

个指标总体综合评价，长沙市居第8位，其中经济增长

指标中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居第3位。可见长沙在全

国特大城市中已占有重要地位。 ．

现在，长沙市正在向“九五”计划进军，并开始制定

二十一世纪的远景规划，其宏伟目标，就是要把长沙市

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长沙市辉煌的历史，使人自

豪；宏伟的前景，催入奋发。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为了发扬前人艰苦创业的精神，吸取前人治市建

市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全市干部和群众迫切需要一部提供翔实市情的新志书。

而新编长沙市志，全面而系统地记述了长沙市的自然和

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其内容贯通今古，囊括百科。读

之，可以了解长沙的自然概貌，建置沿革，历史大事；



可以知百业的兴衰，明施政之得失，通一方之风俗，识

一方之人物，并从中探索建设城市的规律。因此，用于

资治，可为借镜；用于教育，可资启迪；用于科学研

究，可提供资料和信息；用于存史，可传之而不朽。

《长沙市志》是集体创作。在编纂过程中，始终坚

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准绳，力求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

实，记述得当，文风端正。但宏篇巨幅，难免有不足之

处，或缺漏，或差误，或繁简失当，皆有待读者指正。

谨序。

一九九六年二月

(作者：现任长沙市市长。长沙市志编委会主任)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客观地记述

一个半世纪以来长沙自然和社会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旨在提供全面的系统的资料，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服务。 -

二、记述的地域范围，一般以长沙市区为主，略及市

辖的长沙、望城、。宁乡、测阳四县(市)。在长沙市的

中央和省属企、事业单位，按专业归口记述。中央和省在长

沙市的重大活动，在大事记中择要记述。

三、记述时间范围，上限一般为1 840年，某些事物

需要追溯历史的，则延伸到古代，某些事物发展历史较

短的，从该事物产生时记起。下限一般断至1 987年，

有的适当下延。

四．全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

五、篇目设计，以科学分类和现代社会分工为依据，

政治部类，按社会实体设志；经济部类，按行业设志；

文化部类，按事业设志。

六、全书分1 6卷出版，为大32开本。各卷由同类的

专业志组成。下设章、节、目、小目等层次。



七、叙事、记物、传人，均以记述为主，不加评论，

寓观点于记述之中。记述的详略遵循下列原则：(一)

详今略古，突出新中国建国后的历史；(二)详主略

次，突出行业、事业的主体；(三)详独略同，突出地

方特点和行业特点。

八、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标准以人物对

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为依据。收录对象，以本籍为

主、近现代人物为主，正面人物为主。

九、行文使用语体文，以第三人称记述，文风力求严

谨、朴实、简洁。书中涉及历史上的党派．社团，职

官、地名等，均用当时的标准名称，不冠褒贬之词。使

用旧地名时，括注今地名。简单注释一般采用随文括

注。

十、各项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统计部门没有

的数字，采用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数字按1 986年1 2

月31日国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书写。

十一、计量单位，力图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十二、时间表述，大事记一律以公元纪年。其他各专

业志清代以前(含清代)使用帝王纪年，括注公元纪

年，1 91 2年起用公元纪年。为了行文方便，对几个不

同历史时期作如下简称：1 840-．---1 91 1年称清末，1 91 2

～1 949年称民国时期，1 949年8月5日以后称解放

后，在此之前酌情称解放前，1 949年1 0月1日以后称



新中国成立后a

十三、地域表述，“城区”，指东、南、西、北四区；

“市区一，指城区及郊区；“地区”或“全市”，指市区及市

辖四县(市)。

十四，各卷卷首如有必要设编辑说明，说明有关内容

的归并取舍情况，以便读者进一步了解编辑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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