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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中国成立后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常宁县志》是常宁县文化建设上取得的一

项重大成就。新《常宁县志》向人们详细地展示了近代以来常宁一百多年的历史

状况和现实状况。这一百多年，常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通过这部县志

的记述，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看

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强大生命力。这对于今入和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借

鉴历史经验，开发利用常宁资源，建设社会主义新常宁，提供了内容丰富的珍贵

资料，其意义十分重大深远。

常宁，是个历史悠久，地处偏僻的中等县份。千百年来，常宁人为国家为民

族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近代以来，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常宁人一直站地反帝

反封建的前列，为国家的振兴，民族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 ，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常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艰

苦创业，奋发图强，使贫穷落后的常宁发生巨大的变化，谱写了光辉灿烂的历史

篇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地灵人杰的常宁，人才蔚起，特别是近代以来，无

论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还是在和平的经济建设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颂的英

雄人物，造就了一大群坚韧不拔、敢于斗争、善于进取、富于智慧和创造的常宁

人，既为山河生色，也为修志增添了光彩．
’



新问世的常宁县志，既不是旧志的续编，也不是断代史的补充．它是常宁县

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方志。编纂者站在时代的高度，剖析常宁的历史，正视常宁的

历史，揭示了常宁发展的规律。同时，通过大量史料的记述，可以探视出常宁大

有希望的未来。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我希望生活在常宁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借助

这部县志知今鉴古，彰往训来，团结奋斗，开拓前进，不断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王同庆

一九九二年九月



薄

这部即将问世的县志，跨越的时间是从清同治九年(1870)到建立共和国后的

1990年，历时120年。但部分史实，已追溯到三国吴太平二年(257)析耒阳县舂陵

水以西置新宁、新平二县时止。距今已有1735年；下限的一些重大事件已延续

1992年10月脱稿为止。这1735年的历史，是常宁县有史以来最详尽最完整最系

统的一部县志，其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明清两代以来，常宁历代的知县、知事，先后

十次编修过县志，其中成书九部，保存的仅五部，而且因历史的局限性，其资料也

大多是零碎的、片断的或是持有历史偏见的；民国时期，常宁县政府也曾三次着手

修志，但均未成事；迄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8年。县委、县人委筹划过修志，且

有行动，但只抽调数人搞了一、二个月便停了下来。此次修志，正值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县里几套班子空前团

结，经济繁荣，各项工作蒸蒸日上，县委、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以八年的时间，集中

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善始善终，保质保量完成这一巨著，这确实是当今盛世中

的盛事，值得举县庆幸。

修志的根本目的在于存史、资政、教育。这部县志记述了晚清时期(1870一

1911)41年，民国时期(1912—1949)38年、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1990)41年，共

120年的县史，大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小的方面涉及到地方的乡土人情、

社会习俗，可谓一部百科全书。晚清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期，既是

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是三个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将它们撮合一起来写是有

困难的，但把它们的史料对比学习、分析，是有所裨益的。存史的目的在于以史为

鉴，史可法，是明代一个民族英雄的名字，其义是历史可以效法．凡是存在的东西

有它的合理性，否则不会存在；凡是要灭亡的东西有它的必然性，否则不会灭亡。’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于其得也，必究其所以得；于其失也，必究其所以



失；此乃存史的真正价值。资政者，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也。纵观120年的县志，它

的政治、经济、文化，它的乡土人情、社会习俗，只要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

分析、判断，无不存在真、善、美，假、恶、丑的对立，我们可以取古人之安危，为今人

之忧患，去危存安；借昔日这利病，为今日之取舍，兴利除弊。所以得可以资，失可

以资也；同可以资，异也可以资也；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至于史学的教育作用

则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可以教育一般的人，尤其教育“县衙”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县

志可以作为领导的案头大型阅历，开卷有益。写志如能实现上述目的，‘那也就是我

们的心愿了。 ’

昔日的常宁，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人民勤劳，为何发展不快?本志均有所载，

细心读者，定会受到启迪。今日的常宁，当然根本有别于昔日，早在元代的至元十

九年(1282)，常宁县升为常宁州，无领县，属湖广行省岭北湖南道所辖，历时88

年，直至明洪武三年(1370)降常宁州为常宁县，实乃常宁的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

决定的。历史上制约常宁经济发展的，除人才和资金等因素外，交通、信息、能源则

是要害。现在随着三南路沟通，松柏湘江大桥通车，三南线、1807线在县城交叉形

成枢纽，向四面辐射，交通便利了；随着邮电综合大楼建成，光纤线路架通，大数字

程控电话安装，信息也是最先进的，尔后下决心解决能源问题，则振兴常宁的必备

条件已经具备。我希望我们各级领导，全县人民，乘新县志出版问世之际．联系县

情，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心同德，真抓实

干，加快振兴常宁的步伐。

李书松

一九九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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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

事求是地记述常宁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五部分组成．其中专志按编、章、节、目编写．全

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采用语体文记述。

三、本志上限原贝4上不封顶，以事物发端为始；但一般以清同治九年(1870)刊行的《常宁县

志)为限。下限一般断在1990年，个别事项延至1992年10月脱稿时为止。全志以新中国成立

后为记述重点．
，

四、本志记述人物恪守“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以近现代为主．为保存

史料，除业绩突出的在世人物因事系人载入有关编章外，另设《劳动模范名录》(收录省级以上)

和《当代名人录>(收录党政军地、市、厅、师级以上和教授级名人)．

五、本志清及清以前，沿用帝王纪年，后括注公元年号；中华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年，亦括

注公元年号；新中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志中出现的。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

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志中出现的“50年代’’、“70年代”等均系20

世纪．

六、本志新中国成立前，沿用各个历史时期通用的计量名称，并注以现代计算标准。新中国

成立后，一律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名称．

七、本志史料和各项数据，来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和县统计局的图书、旧志、报刊，文件、

统计报表；以及调查采集的实物、碑文和口碑资料，均经考证核实，志中不一一注明出处。志中

1949年以后的产值数字，除个别注明之外，均换算成1980年不变价．

八、本志正文中在记述中国共产党常宁县地方组织时，采用了中共或党的、党组织，党委、

县委等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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