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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常德地区志·人I：1志》是反映常德地区域内人口发展演变及

其构成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部专志。全志22万字，分上、下两篇：上篇

记述有关人口方面的内容；下篇专述计划生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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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在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常德域内活动的人口。就显现出不凡

的气概。从津市窑坡渡乡虎爪山遗址中发掘出的石片、石核、石球、砍

砸器、尖状器等打制石器，表明他们是湖南省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中，

最早活动于澧水岸边的古代先人；石门县阳泉乡燕尔洞中发现的万年

前的动物化石．更证明澧水流域是时已不乏“智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

石器时代以至夏、商、周时代的几万年变迁中，沅、澧两水流域的桃源、

常德、汉寿、慈利、石门、澧县、临澧、安乡等县以及常德市和津市境内，

有900多处遗址。足以说明域内人口活动的频繁；澧县大坪乡彭头山

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器物中掺和有植物叶和稻壳之类的牵拉物．

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稻作农业资料之一。亦证明澧阳平原的农业

开发，由来已久。这些被历代统治者鄙称“蛮夷”的土著先民为沅、澧两

水流域及洞庭湖区的开发，作出了世世代代的努力．使其成为闻名于世

的“鱼米之乡”。从商周时代起。中原文化开始融入澧水流域上中游地

区。从澧县澧东乡班竹遗址中发掘出的鬲、簋等器物，可以看到中原文

化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沅、澧两水流域人口稠密，经济较为发达。城市亦开

始形成。桃源县青林回维乡的采菱城(当地人称为黄楚城)、澧县涔南

乡的鸡叫城，闸口乡古城，石门古城堤城，临澧新安镇申鸣城、望城乡宋

玉古城等的发现。充分证明常德人13的商业活动是很早就有的。虽然

被统治者称之为“南哦”，但这些“蛮族”的文化，却显示出文明的辉煌。

从慈利县出土的战⋯镩j二可以推断。这些土家族的先民在两千年前举

行战事时，就已能呜金指挥了。正因为这一地区开发较早。经济发达。

物华天宝，故招引许多外来人口。有关中流入“十万余家”。亦有中原避

难侨立郡县于其地。更有邻省四川“数万家10万余人避乱流入荆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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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外来人口与本地人VI的融合，共同拓展了洞庭湖区的农业生产。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相应增加。汉高祖(前206～前175)时，

武陵郡(包括今南县、岳阳县、华容县及湖北公安县)有34177户、

185758人。但到西汉末期，特别是成帝、哀帝在位时，农民有“九死而无

一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揭竿而起。纷纷举行起义。“武陵蛮”首领

相单程在东汉政权建立后不久，据险起兵。由于光武帝(刘秀)及其子

明帝(刘庄)，实行“休养生息”的发展经济的措施，东汉初人口发展迅

速。到永和五年(140)武陵郡有46671户、250913人。比西汉元始二

年(公元二年)增加1．15倍；但到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220～280)，常

德境内亦是战争频仍，灾害不断，人民死亡和逃徙。人口几乎没什么增

加；到西晋时，外地人El大量流入洞庭湖区。人口数量有所上升；唐代贞

观之治，李世民励精图治，大力发展生产，鼓励生育，只要“男过二十，女

过十五者。一律婚配”。并以人口增减作为考绩官吏的重要标准。到天

宝元年(742)澧州澧阳、朗州两郡共有134873人。较贞观十三年(699)

增加了3倍(密度亦增加3倍)；宋初，常德人口发展更快。鼎、澧两州

共有人口362230人，人口密度已达12．5人／平方公里。其时。洞庭湖

区的粮食生产已成为其主要经济活动。“鱼米之乡”美誉声贯天下；到北

宋靖康之难后。洞庭湖区又“极目灰烬，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嗷嗷待

哺。武陵人钟相、杨幺起义，历时五载。南宋政府军和孑L彦舟匪军镇压

义军，屠戮人民，莫知其数，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大量减少；元代常

德人口有大的发展。在当时湖南全省中，人口发展最快。二百余年，鼎

州人口增长7倍、澧州人口增长4倍。但到了明朝嘉靖年问，由于水、

旱、虫、瘟天灾严重，战乱饥荒不断，使之“十里路埋千百冢，一家人哭两

三般”。(D清顺治年问，汉寿县仅存2．5万余人，而康熙十八年，慈利县

更是只剩3干多人。虽然“康乾盛世”人口有些微增加。但很快就被以

后连续多次天灾灭其户口。特别是道光二十九年的“己酉大荒”。夺去

数万人的生命。民国时期，常德人口时增时减，但一直保持在3百万人

①《皇明经世文编》卷一三八李梦阳《论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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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常德这方山水，钟灵毓秀着一代又一代的英才贤达。在中国的历

史勋册上．落下一个又一个鼎绩彪名。远古时代，即有善卷让权的传

说；晋代陶潜的《桃花源记》，说明常德人自古以来就安于“日出而作，13

落而息”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田园生活；战国时期的屈子行吟、

晋代车允的囊萤夜读更是千古佳话；至于文人雅士阴铿、李群玉、刘禹

锡(在常德为官的外籍人)、范希文、髡残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显赫人

物。他们为中国、为世界文化宝库留下了世人传诵的不朽篇章；常德的

革命先躯更是前赴后继永垂青史。宋代的钟相、杨幺、清代的土家族陈

绪仟、近代宋教仁、刘复基、黄爱、蒋翊武，及现代林修梅、林伯渠、袁任

远、丁玲等仁人志士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常德地区人口发展很快。1949～1955年

6年净增人口37．55万人。1956年达到401．58万人。但1957后．增

长速度减缓。1959～1961年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三年共减少14．8l

万人。

1962年后，常德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到1973年共12年时

间，全区共出生人口203．16万人，平均每年出生16．93万人。每天有

464个婴儿降生。平均年出生率高达35．9‰。12年总人口净增加

153．23万人，达到550余万人，增长率达到38．61％。。平均每年增加

12．77万人。平均人口增长速度高达27．58％。。人口的无限增长，给党

和政府的决策者们亮起红灯。严格控制人口发展已迫在眉睫!中共常

德地委和行署领导者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全面推开计划生育工作

已刻不容缓。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抓紧抓好计划生育。长期艰苦

卓绝的经济工作等于白搭。历年辛勤劳动成果必被那些娃娃兵摧毁。

从1972年开始，书记挂帅。全党动手。每届地委书记都把计划生育工作

当作与经济工作同等大事来抓。全区各级领导都有计划生育的责任

状。在布置和检查生产工作时。计划生育指标一同布置和检查。1975

年6月开始．各县市党委书记先后在“农业学大寨”点上办计划生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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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经验在面上推开。1978年8月，对全区8县2市书记办的10个

公社点验收。均取得好的成绩。同时，培养了一批专业干部队伍和技术

骨干，形成全区的计划生育工作网络。8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

全面展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一个新的更加艰

巨阶段。全区在完善计划生育政策、采取新的工作措施、讲求工作方

法、建设过硬计生队伍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1982年，地委、行署首先

在常德、澧县等5县市试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翌年在全区普遍推

行。5年中，全区乡以上领导干部有41人因抓计划生育工作不力而影

响提拔、87人调离工作。12人降职使用；而长年战斗在农村计划生育工

作第一线的各级计生干部和技术人员，得到各级党和政府的支持与鼓

励。她(他)们之中受到地县级表彰奖励的计生干部有456人(次)。提

拔进入县级领导班子的有3人，提拔担任区、乡级领导的有203人。干

部提拔面占25．6％，还有一名乡镇计生干部被选为全国七届人大代

表。全区有3万多名党员做到只生一个孩子，占党员一孩夫妇的96％

以上。1988年全省抽样调查，常德市(已地改市)人口出生率18．8％o，

自然增长率11．3‰，计划生育率70．96％，节育率79．14％，多胎

率2．16％。7个区、县(市)基本实现无多胎生育。189个乡(镇)基本

上实现了无计划外生育，占全区乡(镇)总数的71％。

1972～1988年按七十年代初生育水平推算，全区累计少生135万

人。相当于全区四分之一总人口。给就学、就业、就医、能源、交通、公共

设施等社会经济、福利事业减小了压力，也为人民生活改善打下了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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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口变动

第一节人口来源

距今10～3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常德地区即有人口活动。其地域

范围内的澧水、沅水流域，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68处。30万年前，在

澧水下游津市窑坡渡乡虎爪山一带活动的古先民以石英砂岩打制而成

的石片、石核、石球、砍砸器、尖状器等打制石器为工具进行生产、生活

活动；在5～20万年前，居住在澧县澧南乡粟木村鸡公坪一带的古先民

也以其稍微进步的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球、石锤、石

砧等打制石器进行渔猎和原始群居生活；在2～10万年前。石门县阳泉

乡燕尔洞一带，古先民已有较为发达的渔猎原始农业。他们可以捕猎

到较难猎捕的虎、豹、獾、豪猪、竹鼠、猕猴、东方剑齿象等华南哺乳动

物；还能将动物骨加工成骨器以作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这些先民

已进入“智人”阶段。在石门阳泉乡燕尔洞(1、2号洞)发掘出的哺乳动

物群化石和烧骨、骨器及人的左股骨化石，足以证明这些先民的进化程

度。

经过几万年的历史变迁。到8～9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常德地区

境内的人口活动渐趋频繁。范围逐步扩大。在沅、澧两水流域的桃源、

常德、汉寿、慈利、石门、澧县、临澧、安乡等县和常德、津市两市境内，均

分布有母系氏族社会的人类生产活动。澧县大坪乡孟坪村一带的先民

已经开始了原始农业生产。他们用打制和磨制的石斧、杵、砺石、穿孑L盘

状器等生产工具进行稻作农业和狩猎；同时。他们还制造出灰炭陶和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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