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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史志是中华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李克强总理在 《全国地方志会议》批示中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

的重要载体。 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 "李克强总理充分肯定了史志的重

要性与做好这项工作的必要性。 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就说过"以铜为

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在历史上，史、 志即被

用作借鉴的宝贵资料。 时代发展到今天，其功用也是不可磨灭的。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 为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李克强总理精辟地指出了史、志在当今社

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这种高度评价，一方面反映了历史文化的传承，一方面反映了改革发展

遵循的历史依据，同时也反映了它是前进道路上选择正确方向的重要参考。

国有史，府 、 州 、 县有志，家有乘，这是历史形成的优秀传统。 循旧类，县志是历史上修

志最基层的地域和行政单位，家乘则是姓氏的史书，而这本 《麦市风土志 》 则是县志与家族之

间搭起的一道便桥，它把本土与社会直接联系在一起，是微观的社会形态，是历史上史、志的支

点 。 如果把中国历史文化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国史犹如大树的主干，省、州(地、 市) 、

县(县、 市)志则是大树的根茎，而本书则是根、茎上的须根。 它作了更深层次的延伸，直接

吮吸历史和社会土地的养分，才使大树枝繁叶茂，劲拔参天。 须根的作用，就象单细胞裂变，

才产生生命现象一样。 省、州 、 县志资料都是从一定的范围宏观上予以记载，而本书恰在微观

上对某一更小区域进行了详细描述记载，穷实县志以下的基石。 它从小中见大，既反映了"隔

里不同天，十里不同俗"的细小地域差异，也记载了小块地域"沧海桑田"的变化，以"一滴

水珠见太阳"的作用，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作了一次全新的尝试，无疑也是一项新创举。

麦市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史前新石器时代的尧家林文化，到进入文明时代的殷商秦汉

时期，都有着远古的印记。 从封建乃至现代文明，更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这种积淀， 一方面

形成了本土的风格特色， 一方面又演绎着发展的历史。 追寻逝去的以往，探究文化的根源，记

载事物的变迁，留下岁月的脚步，打开历史的宝库，告诉人们的传承，这就是编辑本书的意义

与目的。

本书编辑，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历史，尊重存在，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客观地

加以记载。 资料详实，记载具体。 "人乡问俗"它能使生活和工作在这一地方的人全面了解

它的古往今来，经济文化，民俗风情，山川地理。 无疑是一本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好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参与编辑本书的人员，全是麦市地区本土的一些退休老同志及社会人

士 。 他们坚持"老有所为"怀着对故乡的热爱，寒来暑往，莹窗雪夜，访献求贤，费资耗

力，精心编篡， 玉成全书，终于成就这一事业，真是"莫道桑榆晚，最美夕阳红" 。 这种"老

骥伏橱，志在千里"的奉献精神，理应受到人们的敬重与佩服，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罗华雄先生原任麦市区委副书记、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人大主任)



说明

一、 本书所指麦市，系指古乐化县区域。 乐化县融入通城县后，指通城县的崇仙 、 修竹、

梓木三里，中华民国改制后通城县的东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置多年的麦市区，

2001 年撤区并乡镇后至今所设置的麦市镇、塘湖镇两镇区域。

二、本书所收集内容，限于上述区域，凡超出该范围的， 一概不在收集之内 。

三、《人物 》 土著姓氏的介绍，由该姓氏人员提供，凡已提供的，照提供资料录人，凡未

能提供者只好暂付阙如。 对于所提供资料的准确性，由提供人负责。 姓氏排名，不分先后。

四 、 人名登载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凡古代或在二0一四年前去世的地方名人，分别人

《传记 ~ ~历代名人》 。 对已去世或在生的地方负责人，或本土任科级以上人员，收人名录。

在生名人人 《当代名人 ~ ，由于当代人士散居各地，有些人已落业外地，与家乡失去联系。 有

些人未能提供资料，因此造成列名不全，或有介绍址漏的情况，诚为憾事。

五、本书所收"民间口传作品乃历年来由多方人士在本土采风得来，文后注明口述 、

收集者姓名 。 凡本次成书所收集的资料，概由本书编委收集 ， 一般不再注明采编人姓名 。

六、本书所收集文学作品，为保存资料起见，凡在 1949年以前即已流传下来的作品，一

概全收。 解放以后的作品，由于篇幅有限，由其本人选送，如本人未能选送，则由编辑部代

选。 所载并非作者全部非品。 作者在作品第一次出现时附简介，同一人在两处作品中出现，不

再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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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麦市镇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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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塘j胡镇门楼



• A 塘j胡春景

V 塘湖集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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