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NXIANZHI
BIANZUANWEIYUANHUIBIAN
SICHUAN

CISHUCHUBANSHE

万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辞书出版社



一一一
、

万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四．J II辞书出版社



《万县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监 修：周克勤

编委主任：吴锡鹏

副主任：凌希政张永昌孙文清张世芳

王太菊史伯周文素林黄衍树

委 员：冯地福谢清泉郎字富周道春

张元龙包明保姜有仁陈文献

黄长生杨兆瑞蕈发彩杜培谦

秦笃才王其学袁大喜

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张元龙

谭宜寿陈大逵

谢盛章魏学泉杨正权

刘富云李世奎朱远明

陈正万刘朝宣文前云

《万县志》总纂人员

总 编：张元龙

副总编：周昆庆张清泉

编 辑：周昆庆隆江

编 务：黄越罗林呈

摄 影：杨杰朱泽橙

封面画：祝定龙

‘

，

隆江，邓小华

邓小华张清泉张元龙姜有仁

李楠陵



《万县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监 修：周克勤

编委主任：吴锡鹏

副主任：凌希政张永昌孙文清张世芳

王太菊史伯周文素林黄衍树

委 员：冯地福谢清泉郎字富周道春

张元龙包明保姜有仁陈文献

黄长生杨兆瑞蕈发彩杜培谦

秦笃才王其学袁大喜

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张元龙

谭宜寿陈大逵

谢盛章魏学泉杨正权

刘富云李世奎朱远明

陈正万刘朝宣文前云

《万县志》总纂人员

总 编：张元龙

副总编：周昆庆张清泉

编 辑：周昆庆隆江

编 务：黄越罗林呈

摄 影：杨杰朱泽橙

封面画：祝定龙

‘

，

隆江，邓小华

邓小华张清泉张元龙姜有仁

李楠陵



序

序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万县自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立县，至今1776

年，先后修县志7部．现存志书有清乾隆‘万县志>、成丰‘万县志>、同治‘万县志)、

光绪‘万县乡土志>和民国(77县志，5部．1日志中，虽有其封建性糟粕，但更多是留下

了国史不载、县志独有的珍贵史料．

万县历史悠久，地灵人杰．勤劳智慧的万县人民，在自己世代生息的土地上，创造

了丰富的物质文职和精神文明成果．清末井埠以后，外资输入，商贾云集，商贸繁荣，万

县一跃成为下川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民国时期，既有军阀混战、日机轰炸、

国民党统治崩溃前搜刮民脂民膏造成的严重破坏，又有杨森在万县兴市政、重实业和抗

日时期沦陷区工商业内迁带来的战时经济繁荣。政治上，国共两党在下川东较量，共产

党人和革命志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白区一斗争的壮歌．解放后，万县县城

独立建市，万县入民政府迁到沙河子．富于牺牲和创造精神的万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

领导下，白手起家修建新县城，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迅速改变了。一穷二

白”的面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万县各级党委、政府带领全县人民，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实施科技兴县战略，强化农业基础，加速发展

工业，搞活商贸流通，繁荣社会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全县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城镇居民收入成倍增加，农民普遍越过温饱线，正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迈进．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l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实践也告诉我们，运筹今

天，必须了解昨天‘谋划未来，离不开研究过去．万县近百年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交织

着奋斗与牺牲、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将这些史实全面、

系统、准确地记录下来，服务当代，留传后世，不仅有重要的现寒意义·而且有深远的

历史意义．

‘万县志'编纂工作始于1985年初，脱稿于1992年底。正当志办同志请我们为新县

志作序时，国务院国函0992)194号文件，决定撤销万县地区，新建万县市(地级)，同

时，撤销万县建制，其地分另4划入新建万县市的天城、龙宝、五桥3个市辖区．我们作

为万县最后一任主政者，对编纂出版万县历史上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

县志，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编‘万县志'。内容浩繁，上溯5000年沿革，详记近百年历史，综录百科史实，彰

明兴衰利弊，融资料性和科学性为一体，是一部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历史性巨著．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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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主政万县期间，能为该志编纂出版尽力，深感荣幸。在此，向领导和支持修志工作的

历届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同志表示敬意，向全体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修志人

员表示衷心感谢1

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韦德桁

万县人民政府代县长周克勤

199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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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县历史上最后一部县志，在其建制撤销一年后出版问世，既是原万县126万人民的

大喜事，也是新建万县市天城区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新编《万县志》是一部详细记录万县建置沿革、自然地理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的历史与现状的地方百科全书．志书编纂从1985年初开始，历经8个寒暑，于1992年底

脱稿，此时，正值三峡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开始，为有利于库区移民安置和合理调整原万县

地区的经济布局，国务院决定撤销万县建制，将其地分别划入新建万县市(地级)的天城、

龙宝、五桥3个市辖区。新旧建制交替前夕，中共原万县县委和万县人民政府及时作出。万

县最后一部县志一定要出版，志书下限断至新建制挂牌为止，以便对万县历史作一个完整

交待”的决定。同时，原万县地区行署也下文责成天城区解决《万县志》出版问题。组织的

重托，人民的期望、历史的责任，促使天城区在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独立承担了县志出

版任务．

万县是一个有1776年历史的文明古县。勤劳智慧的万县人民在改造自然、变革社会、

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为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的斗争中，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成果。今天，万县建制虽己撤销，但万县人民过去所创造的一切财富，均被万县市和所

辖3区继承下来，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腾飞和文明昌盛的基础。更令人欣慰的是，万

县最后一部县志已将其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业绩，全面、系统、准确地记录下来，成为代代

相传，永不磨灭的历史丰碑，而对今人和后世产生巨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

现在，《万县志》已正式出版发行。编者10年寒窗，苦心经营，秉笔勤耕，终成大业，千

秋功德，世人自会评说。我作为原万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新建万县市天城区首任区长，能为

故昙志书出版尽赤予之心，亦深感荣幸。

万县市天城区区长吴锡鹏

1994年12月



凡伪

凡 1歹lI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

事求是地记述万县自然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原则上起于1911年，对某些需溯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断至

1992年底国务院下文撤销万县建制为止．范围，以行政区划为限，书中所记1949年12月

15日前的内容包括原万县市境，其后则只含万县。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各分志按篇、章、节、目四级标

题，个别条目根据内容表述需要，设有子目，全志除引用古籍和有关文献资料外，概以语体

文据事记述，力求史实准确，文风严谨、语言朴实、简明、流畅．

四、专志设置遵循“事以类从“的原则，相同事物不论隶属何部门，均编入同一篇，全志

除序言、概述、大事记和附录外，主体部分设分志30篇．
‘

五、历朝纪年用当时称谓，汉字数字书写．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以上纪年在

同一节、目首次使用时，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称“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阿拉伯数字书写．
’

六、计量单位，除历史上使用的度量衡中不便折算者外，均用国家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历史上的货币单位用当时名称，解放初期流通的旧人民币，按新币折算。

七、数字一般以统计局资料为准，统计资料缺的采用部门资料。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

的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专用名称中的数字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

之几用汉字。

八、贯彻“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在境内工作者，不分本籍、客籍，依其影响大小

而定I在境外活动者，仅限于本籍；在世人有事可入志者，以事系人记述。

九、为减少内容重复，凡大事记与专志交叉者，其事详见专志I专志相互交叉者，则详

此略彼，并夹注说明。

十、使用地名以现行标准名称为准，历史资料所记当时名称现已消失者，夹注现名。

十一、本志资料主要采自省、地，县档案馆，本县旧志、县属部门志及有关文献、典籍、

口碑等，为节省篇幅，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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