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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浏阳县志》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体修志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下，历时八九年，

现在已经问世了。这是很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因为它是浏阳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是

全县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硕果。中华民国38个年头，浏阳四次倡修县志未果；而解放后30余

年，一发动修志便大功告成，这一事实证明，“盛世修志”之说诚不我欺。所以，我们在庆贺新

《浏阳县志》出版的时候，更要庆贺它得以出版的时代背景——蒸蒸日上的盛世。

浏阳是个颇有名气的县。自置县以来已经有了1780余年历史。全县总面积5007平方公

里，总人口130多万人，在湖南是个首屈一指的大县。人们一唱起《浏阳河》的歌曲，便会联想

到这条美丽河流的发源地——浏阳；一提起豆豉、夏布和鞭炮，烟花，便会公认道地的浏阳产品

为上品。特别是浏阳花炮独领世界风骚，使浏阳的名声随着它而响遍天下。然而这些只是浏

阳颇具知名度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浏阳以光荣的革命历史赢得了举世瞩目。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浏阳成为革命老根据地之一，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早期领导武装斗争的要区，而文家市就是著名的秋收起义会师故址。在艰苦卓绝的革

命斗争中，浏阳人民前仆后继，18年减少人口近13万，其中革命烈士就有两万多，他们有不少

是名垂中共党史的重要人物；幸存的革命前辈，继续南征北战，立下了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后

担负党政军重任，为社会主义建设鞠躬尽瘁，有些还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1955年授军衔

时，浏阳籍将军就占了30人。新《浏阳县志》对这些地方特色都以浓墨重彩作了突出记述。它

以丰富的资料说明：浏阳的历史是一部斗争史，浏阳之所以能够获得新生，是来之不易的，是革

命前辈经过千难万险所创造的，是革命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它启迪人们，特别是青少年

和后代，要更加全面地了解浏阳，热爱浏阳，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发

继往开来的斗志。此其一。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浏阳和全国各地一样，政治腐败，经济凋敝，

人民饱受压迫剥削之痛苦。更有甚者，因地当军事要冲，历史上战乱频仍，人民迭遭屠杀。加

上自明代倍加浏阳赋额以后，浏阳人民不死于刀兵，便死于重赋，被迫流离转徙，几无宁日。其

生产之落后，生活之穷困，生灵之涂炭，可想而知了。而解放以后，浏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40年

中，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6．6倍，粮食总产量增长2．5倍，人均商品消费水平增长26．8倍，人民

的衣食住行用、文教健乐寿都有很大提高。新《洲阳县志》运用大量事实，从各方面对比了新旧

’社会的天壤之别，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它启迪人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贫穷与落后，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从而增强热爱

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感情，珍惜今天的幸福，进一步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

潮的侵袭，坚定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此其二。

但是，也应当承认：浏阳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



行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变革，因此，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经过许多艰难曲折，在不断探索中

前进的。工作中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也有过∑些失误。这些失误主要是“左”的思想影响所致，

有的还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新《浏阳县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充分记述成绩的同时，也

反映了这些失误。无论记述成绩还是失误，都不是凭借空洞的议论，而是用丰富的资料来说明

问题的。它启迪人们：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一切工作的归

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读此志者，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引以为鉴，时

刻防止右的或“左”的倾向，尽量避免失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航道胜利前进。此

其三。

如此看来，+新《浏阳县志》在资治，教育、存史等方面都有很好的作用，它既是一部资料翔实

的地方志书，又是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地方教材。可以预料，它问世以后，必将为建设更加繁

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浏阳作出贡献，浏阳修志工作者数年心血的结晶一定会永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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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自

然及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县内历史的记述，均以中共十一

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二，本志以记事为主，寓观点于叙述之中，旨在以大量资料为基础，起资治，教育、存史的作

用。

三、本志上限一般为清光绪元年(1875)，但具体溯源因事而异，追溯时间最长的为大事记

和建置沿革，均起叙于最早出现浏阳县名的东汉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下限一般为1987

年，少数内容延伸到了1990年。在此时限内，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进行记述。

四，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志和附录五部分组成，按性质基本相近的原则归纳

为专业志11卷，人物志1卷及卷首、附录、卷末。卷下分项，以项为单位依次设章、节、目，标题

均居中书写，有些目及子目仅一段文字的，则以黑体字标于段首，不列序号。

五、本志所称“解放前”与“解放后”，以1949年7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浏阳县城为

分界线。有些内容需按时期分节时，则解放前再分清代及民国两个时期。为突出革命老根据

地县的特点，有些章另设“苏维埃”节，与民国时期并列，而不纳入该时期之内。

六、本志的纪年方法：帝制时代按当时年号纪年，中华民国时期按民国纪年，均括注公元纪

年。帝制年份用汉字，民国年份用阿拉伯数字。同一段内连续出现同一年号时，只在首现时使

用朝代年号或民国字样，并括注公元纪年，其余各次均只记年份。中华民国时期属共产党领导

的各项活动，均用公元纪年。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所使用的地名和行政区划名称，均按不同时期的原称谓，必要时括注今名。

八、本志对各类人物皆直书其姓名，不加敬称；必要时书其职务；对反面人物则冠以反动身

份。

九、人物志中入传入表的人物均以已故者为限，且以本籍为主J排列以卒年为序。除已查

明的烈士在专辑中全录外，只选载特别突出的各方面代表人物。遗漏在所难免，俟后续者补

之。

十、本志行文按《湖南省志行文通则》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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