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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新编《宜章县志》在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出版问世，我感到十分高兴。新县志

立足当代，体现改革，从内容到形式鲜明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风貌。它的出

版，不仅是宜章人民的喜事，而且为三湘志苑增添了秀色。

宜章修志，创修于明，至民国凡八修，其间明代三修，清代四修，民国一修。民

国30年(1941)，邓典谟总纂《宜章县志》，深感于“官署之档案无存，私家之著述复

鲜，事无凭藉，虽马斑良史之才，无从措手”；加之“经费困难，时作时辍，屡聚屡

．散”；后则“提议募捐，分使四出，事同托钵，周历四境，舌敝唇焦”。由此足见当时修

志之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事待举，修志工作自当循次而兴。1986年，中共

宜章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决定新修《宜章县志》，拨付专款，调集专才，经修志人员八

载艰辛，殚精竭虑，终于在1994年完成《宜章县志》纂辑工作。全志除概述、大事记

外，共分设34卷，属平头设志的“小编’’形式，同时也吸收了“大编’’的某些长处。该

志从本县的实际出发，继承了旧志以纲统目，分类析项的传统，又体现了现代社会

分工和科学分类缜密的特点，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网罗资料，增加和拓展信息容量，

使一县之乡土风情，尽录其中，各项事业的兴衰成败，展卷可得，为开创一代社会

主义新方志作出了可贵的尝试。

新编《宜章县志》统合古今，系统地记述了宜章建县以来1370余年自然与社

会的历史和现状。总体上注重详今略古，记述中笔有粗细、墨分浓淡，着重于近代

历史和和当今现状的记述，比较集中地反映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

． 的革命斗争、社会变革和经济建设的基本状况，尤其强化了对于经济部类的记述。

经济部类共设经济综述、城乡建设、农业、林业、水利、乡镇企业、工业、能源、交通、

邮电、商业、粮油、财税、金融等14卷，先以经济综述卷记述宏观经济，然后分门别

类记述中观和微观经济，使经济部类的记述更加完备。新县志将煤炭、电力、乡镇

企业等作升格处理，分设能源、乡镇企业两卷，给以突出位置；同时详细记述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宜章其他各项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状况，从而使《宜章县志》

更具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

’

宜章自隋末建县，经唐及五代，文献无征，至宋时人文渐盛。特别是近百年来，



4序=

英雄的宜章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涌现出彭

邦栋、邓中夏、毛科文等一大批优秀人物，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宝贵贡

献。新县志择其功昭当代、名留后世的佼佼者，或虽处其对立面而于世有所警示的

代表人物。均留名立传．做到‘‘情真而不’诡”、。事信而不诞”。在人物传中，爱国主

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方面的内容，反映得最具体也最集中，其中许多生动感人

的事迹，发人深省，启人心智，催人垂泪，令人景仰。宜章是先烈邓中夏的故乡。邓

中夏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和领导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杰出的思想家，是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五四”运动期间，他发起并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北京大学学生驻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代表，北京

大学爱国运动负责人之一。从1957年到1962年，我在北大求学期间，有幸读过他

撰写的《文学与改造》、《贡献于新诗人之前》等论著，十分仰慕家乡英杰的道德文

章。1933年，邓中夏在上海不幸被捕，他坚贞不屈，慷慨就义于南京雨花台，他的事

迹，必将与日月同辉。

宜章是革命老区。1928年元月，朱德、陈毅率部份南昌起义部队在宜章县城举

行年关暴动，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宜章年关暴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80年代．我主持湖南电视台工作，组织拍摄了电视连续剧《湘南

暴动》，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新县志对年关暴动作了系统

而详尽的记述，相信它必将成为激励广大青少年更加奋发向上的动力。

宜章地处湖南省南部，古为“楚粤之孔道"，今有湖南南大门之称。五岭之一的

骑田岭横亘县西北，其高山之巅的峰峦之间建有黄岑水库和多级发电站，高峡平

湖，璀璨瑰丽．其气势景观，较昔日境内八芾之一的黄岑叠翠更具魅力。县南莽山，

为原始次生阔叶针叶混交林区，是湖南省23个自然保护区之一，今被列为国家级

森林公园，茫茫林海．蕴藏着不尽的动植物资源。境内气候温和，交通便利，资源丰

富，具有发展商品生产的优越条件。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勤劳勇敢的宜章人

民，依靠党的富民政策，依靠自己的双手，今后各项事业必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纵观全书，观点正确，资料丰富，结构合理，文辞雅训，确是一部熔资料性与科

学性于一体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作为继承和发扬宜章文化传统的产物，它应该有

长久留传的价值。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胥亚1995年春．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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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宜章县志》，八度春秋，四易其稿，在深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出版问

世，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县志在本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方面，作了

全方位的记述，它不是旧志的续篇，也不是断代史的补充，是宜章县第一部社会主

义的新方志。

宜章，战国时代为楚南边县，。三湘倚为屏障，百粤扼为喉襟，’’素为兵家必争

之地。五岭之一的骑田岭横亘于县西北。县南莽山，茫茫林海．1992年，被辟为国家

级森林公园。自隋末建县以来，至今1370余年的时间里，富有革命传统的宜章人

民，不断展开反抗强暴的斗争，尤其在近百年的革命斗争史上，宜聿人民作出了很

大的贡献。涌现出了像邓中夏、毛科文、高静山、胡少海、李文香、李灿、刘云、陈东

日、张际春等一大批宜章人民的优秀儿女和杰出代表。1928年元月．朱德、陈毅率

领部份南昌起义军将士在宜章举行年关暴动．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历史造就

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宜章．造就了一群坚韧不拔、敢于斗争、富于智慧和创造的

宜章人。既为山河增色，也为我们修志增添了光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宜章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历经艰难

曲折，但取得的成绩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无可比拟的。特别是中共+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广大群众和干部努力奋斗，励精图治，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各项事业在改革

开放的大潮中欣欣向荣。所有这些古往今来人们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造文明的

斗争历史与伟大业绩．理当载入史册，彰往昭来，发扬光大。

编写志书，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本县从明隆庆二年(1568)至民国30年

(1941)，一共修了八次志书。这些旧志，均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县情资料，有极其

重要的参考价值，是我县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观点陈旧，资料

亦有缺误，尤缺经济方面的记载。历史演进到今天，政通人和，百事俱兴，在这种情

况下出版新编《宜章县志》，可谓正合时宜。编修县志是一次系统而全面的县情大

调查。为此，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1986年，成立宜章县志编纂委员会，拨付专

款。调集人才。嗣后星换斗移，人事数迁，但修志工作始终不辊。全体编纂人员尽八

年之功，殚精竭虑，广征博采，去伪存真，终于在1994年4月编成我县社会主义的

第一部志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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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宜章县志》继承优良传统，在总体设计、谋篇布局、选材记事上锐意创

新，基本上达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文风朴实，体现了时代风貌和突出

地方特点的要求。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史料，如实地记述了我们工作的胜利和

曲折，充分反映了宜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有利于我们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乘胜

前进。

新编《宜章县志》，共设34卷，门类齐全。述古今之要，扬故土之美，表桑梓之

杰，详今略古，立足当代，求实存真，集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于一体，堪称信史。

它将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宜章，研究宜章，为振兴宜章发挥重要的作用。县委、县政

府期望全县人民承先辈之志，保乡土之誉，和衷共济，投身改革，加速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谱写人民创造历史的新篇章。

编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志书的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感

谢各部门各单位为我们提供各种资料，感谢全体编写人员的辛勤耕耘，精心著述，

感谢上级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感谢各地专家学者的热心帮助和指导。

中共宜章县委书记 王镇鑫

宜章县人民政府县长李纯之



凡例7

凡 例

一、新编《宜章县志》如实地、系统地记述宜章县自然的、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以达到“存史、资治、教育"的目的，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体现改革精神，反映地方特色。
． 三、本志上限按内容上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至1988年。人口卷和个别史料

延至1993年。宜章县在历史上曾修过8次县志，此次修志为社会主义新一代志

书，不是续志，因此，力求贯通古今，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四、本志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以志为主，辅之以表、图和照片。志首

设概述，以总摄全志，为全志之纲。大事记纵贯古今，置于概述之后，为全志之经。

概述、大事记不列入卷序列，也不设章节。全志共设34卷，卷内分章、节、目、子目4

个层次，子目之下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再分细目。

五、本志一律用第三人称，采用语体文记述，概述有叙有议，议叙结合；大事记

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其余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

于材料之中。 ．。’

六、本志各专业按事物性质设卷分章，不拘泥于行政管理体制，相同事物不论

其隶属何部门，均编入同一卷章记叙。 ·

七、本志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纪年，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政权、军队和群众团体的活动用公元纪年外，其余先书朝代年号，再用括号注明公

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

八、本志政区、机关、职务名称，均写当时名称。地名称呼一般使用历史名称，

有变更者，用括号注明今名。专用名称，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以后可采用简称。计

量单位一律以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

位的命令》为准，对历史上的计量单位，仍照旧况记述。

九、本志所用数据均系宜章县统计局提供，统计局缺的，采用各有关主管单位

的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工农业总产值及工业、农业产值均采用各个时

期的不变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人民币值均换算为1955年发行的人民币

值。

十、本志人物卷由传、表、录组成，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

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入1。别反面人物，不区别人物类别，按卒年为龙排列。

人物表分职官表、模范人物表、三胞名人表。古代人物以任职的先后为序，现代人

物按乡镇分列。模范人物以获得荣誉称号的时间为序。录，即革命烈士名录和抗日



8凡例

阵亡将士名录，烈士名录分乡镇排列。

十一、本志的数字书写：(1)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

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I(2)百分比用阿拉伯字，几分之

几用汉字；(3)清代或清代以前纪年的年、月、日用汉字，中华民国和公元纪年的

年、月、日用阿拉伯字。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北京图书馆、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南

省档案馆、湖南图书馆、郴州地区档案馆、宜章县档案馆和有关部门编撰的资料，

以及正史、旧志、报刊、专著和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对其材料已经反复考证，为节省

篇幅，一般不交代出处，但引文则在文中交代或页末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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