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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Ⅸ沅陵县林业志》是沅陵县第一部林业专志。它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

—，全面记述自公元前202年到1987年共2100多年沅陵林业的情

况及其作用。对个别事物的记述延续到1990年。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考八种文体。

以志为主，设13章5l节。志首设概述，大事记，志末设附录，共

34万余字。

三、按现代汉语规范要求和地方志编写行文通则，统一全书

语言，文字、标点。引文均注明出处，尽量避免采用纯技术性术

语，以求通俗易懂。

四，志书所用数据一般由县统计局提供，为照顾各章内容的

完整性，客观性，保留了少量互见的数据。

五、按照“生不立传”的通则，本志人物传只记对沅陵林业

发展有一定影响的已故A-'A：。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地、县档案馆，图书馆，部分

资料则根据有关人员的回忆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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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拓兴中国林业的必由之路是。科技兴林”。沅陵县林业工作

者为了。科技兴林”，对沅陵的林业进行了历史的、全面的、科

学的总结。整理、编纂、出版了Ⅸ沅陵县林业志》。作为曾为沅

陵的林业建设付出过辛勤劳动的中南林学院师生，对此感到欣喜

和鼓舞。

《沅陵县林业志》能使我们正确地认识沅陇。素有“天然

林国”之美称的沅陵县，现有林地面积、森林资源以及树种资

源均居溺南各县之首。从汉初建县至今，勤劳的沅陵人民，创造

了极其丰富的、宝贵的林业生产经验，这是我们振兴沅陵林业的

基础和条件。

《沅陵县林业志》“借古鉴今，承先启后”，使我们知道怎样

去发展沅陵林业。它对沅陵的自然环境、森林资源、营林生产、

经济管理等进行了全面的记述和总结，为发展、振兴沅陵林业提

供了基本经验。

Ⅸ沅陵县林业志》只是一个开篇。今天的沅陵人民和林业工

作者，将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发展林业生产，使

沅睦山河更为壮丽，沅陵人民更为幸福。从而为编写新的《沅陵

县林业志》提供更丰富的题材。

中南林学院院长刘仲基

198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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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沅陵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林业志——《沅陵县林业志》，经过

编写组的三载笔耕，现已成书，值得祝贺!

林业是沅陵经济的一大优势。

沅陵地处湘西山区，发展林业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

条件。

沅陵的林业开发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在那漫长的岁月里，

曾出现过几度兴衰，跌宕起伏。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也有不

步值得吸取的教训。对此，《沅陵县林业志*已作了详实而科学

的记述。

沅陵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我已工作了十

四个春秋。秀丽的山水，勤劳的人民，于我情真意切，亦时刻鞭

策我为她的振兴而奋斗不患。

值此，我愿和全县人民．全体林业工作者一道，以志为鉴，

继往开来，谱写沅陵林业的新篇章!

沅陵县县长龙金华

1990年3』j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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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Ⅸ沅陵县林业志》出版问世，是沅陵林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

事。

沅陵素称。天然林国。，森林蓄积量居省内诸县之首，是全

国南方集体林区重点林业县之一。

长期以来，沅陵人民与林如鱼水相依。秦代以前，先民便

“伐术为庐，刳木为舟，狩猎为食”。汉初建县后，“渔业山

伐，刀耕火种”，以山地经济为资生大计。明代开始术枋商品经

营，特有的。香楠”，4辰杉”，吸引四方商客术贾纷至沓来。

清末民初，桐油大量输出，以品质好，数量多冠名。中路”。

板栗、茶油、茶叶、生漆、白蜡、杜仲、厚朴，黄柏、五倍子等

林产品为一她之利。中华人民共和园建立后，林业以社会、经

济、生态。三大效益”服务于社会主义。

‘吾邑大利在林”。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沅陵人民为开发山

林资源饱经风霜，历尽艰难。县内山高林莽，水恶滩险。历代王

朝在此采。皇木’、征木税．纳土贡，民生涂炭。人民的反抗，

又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诬为。蛮叛”。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

染指沅陵，大肆掠夺工业原料，县内林业资源遭到破坏。历史留

给县内林业的遗产，只是“杉树靠蔸子，松树靠飞子，竹子靠笋

子”的落后生产方式。中华人民共和阉成立后，沅陵步入了大规

模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林业的新时期。全县人民和秫业职工，

在中国共产党沅陵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克服林业发

展中。左”的思想影响，不断改进和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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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造林、林业科研，森林保护、木材生产，加工，林产化工等各

个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林业生产责任制，沅陵林业充满生机，一

个必山地开发，营林致富为中心的林业生产热潮正方兴未艾。

沅陵早有“佃山”造林的组织手段， 。辰筏”运输的独特工

艺，以致。朝廷采运楠木，必召募辰州架匠斧手始能施工’。为经

营沅陵林业，讨：多有识有志之士，或尽心尽责；或筚路蓝缕，或

埋忠骨于林海。明代，朝官游震得为“罢采皇木，免土贡”曾力

谏朝廷。民圄耆绅修承浩首倡4以工代赈”，植桐济民。新中国

第一代林业技术员易淑怡，不畏艰苦，从城市来到山区，矢志林

业，孑然终生。乡民张仲瑞，为办集体林场呕心沥血，临终还要

求把他埋在杯子里， “守护那一片林子”。工人宋自刚，年逾古

稀不服老，为周家放运木排，直至趴下去再也爬不起来。

占人云t 4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闷者以志为鉴。。这部

《沅陵县林业志》4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系统地记述了从汉高祖

五年置沅陵县至1 987年二千余年沅陵林业兴衰起伏的基本史实。

这对保存沅陵林业的历史资料，总结林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

训，制定、调整林业政策，指I乎社会主义林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

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部志书，突出沅陵林业的发展演变、成功失误，给当代以

及后世从事林业工作的人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且不拘泥现有林

业的经营范围，把划归农业经营的林木果茶，商业、供销，外贸

部门经营的林副产品，属于工业、交通等部门管理的造纸。造

船、竹木加工统统入志，可谓集沅陵林业之大成。但因资料分

散不全，成书仓促，亦有求全而不能全，求深而不能深之处。

作为一个老林业工作者，我曾经深感林业史料缺乏，以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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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鉴，后无所稽。今天Ⅸ沅陵县林业志》编纂问世，这是全县林

业工作者的共同愿望。值此政通人和，全面改革，发展经济，建

设“四化”之际，愿这部志书能为沅陵林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

献．

沅陵县林业局原任局长刘沼云

1989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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