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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麓县表 1

永州市、冷水滩市联合编纂

《零陵县志》机构、人员

历届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
(1987．6～1987．11)

主任委员(缺)

副主任委员 盘德力 李天开 李邦述 黄常德

伍泉(专职) 田国齐

委 员李建平 舒书林

第二届
0987．11～1991．4)

●

主任委员周忠信 李天开

副主任委员李邦述 赵福田 伍泉(专职) 田国齐

委 员李建平 舒书林

第三届
(1991．5～1992．3)

主任委员唐长久 林克屏

副主任委员贺庆久 崔永平 伍泉(专职) 田国齐

委 员李建平 张月汉 舒书林 吴同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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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届

(1992．4～成书)

主任委员杨美兆 秦坤 刘宏来 周明礼

副主任委员 贺庆久 崔永平 黄文凯 程晨曦

伍泉(专职) 田国齐

委 员李建平 张月汉 舒书林 吴同柏

编纂顾问
●，

沈泗海 颜若义廖永雄 李德旗．唐卯明 郑学德

办公室

主 任舒书林 张月汉(兼) 吴同柏

工作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
，

伍世珩 吕志成 刘劲松 刘建秋

张太生 张春兰 张瑞斯 李扬军

胡祖贤 唐烨 黄龙飞 ‘黄国萍

谢湘生 蒋美萍 魏寿标 ，。．

，

编辑。部

总

副总

编

撰

纂

纂

辑

稿

■

伍泉

舒书林 吴同柏

吕致福 刘学硅

姜智生 李扬军

(以姓氏笔划为序)

伍泉。伍世珩

刘学硅 何建斌

张月汉 张春兰

姜智生 曾孟起

程志 魏寿标

张月汉
’

曾孟起 程志

吕致福

吴同柏

张瑞斯

舒书林

刘劲松

张太生

李扬军

谢湘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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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阮玉匝[习 李瑞霞 蒲 伟

周春林 彭泽润 蒋昌耀 蒋元拯

主要摄影舒书林 张陵华 李明生 易 军

王风元 杨鹏恩

封面设计黄龙飞等
‘

审稿小组

组 长唐长久 林克屏

副组长李润泉 王治树

成 员 田国齐 祝祖国 吕 琢 尹治才

黄太平 周逢福 李谨荣 蒋极友

胡伯初

零陵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稿人员
’

‘

唐甫厚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验收人员

李羽立 刘恩达 易 琦 龙举高

黄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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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新编《零陵县志》是一部由永州市和冷水潍市联合编纂的记述两市原体县

——零陵县历史的新县志。经过5年的编纂，于今问世。这是永州、冷水滩两

市90多万人民的大喜事．值得庆贺。

零陵县地处湘南，历史悠久，山川秀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秦始皇

二十六年(前221)始设零陵县起至1984年撤销县建制止，零陵人民在这片土

地上英勇奋斗，前仆后继，创建了改造山河的辉煌业绩，谱写了争取自由解放

的壮丽篇章。对此，民间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和传说，历代也不乏地记、图

说、志乘问世。但旧志多亡佚，现仅存的有：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10卷、嘉庆

十五年刻本16卷、嘉庆二十二年《零志补零》刻本3卷、光绪二年刻本15卷，

民国二十年郑桂芳增补光绪二年本和同期蒋元龙编的《零陵9土志》稿奉。这

些旧志虽然精华糟粕共存，但终究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有价值的文化遗产。由

于旧志下限最晚者为光绪二年本，距零陵县撤销的1984年已逾百年。其间跨越

了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零陵大地早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歌可泣的人

和事何止万千，而这些均无志书记载。从存史角度讲，无疑是一段空白。如实

地辑录这百余年的史料，用以垂鉴资治，上慰先人，下惠后代，实为我们这一

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基于此．永州、冷水滩两市市委和人民政府决定联合编纂《零陵县志》，为

共同的原体县树立一座历史的丰碑。联合编纂班子于J987年6月组建i1 988年

正式投入运转。整个编纂工作大体分五步安排：第一年，设计篇目，收集资料；

第二年，赶写初稿，召开小型评稿会；第三年，对原稿进行修改加工，形成送

评稿；第四年，召开志稿评议会，进一步修改加工，形成送审稿；第五年，通

过审查、出版发行。由于两市地方志联合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和两

市各部门志编纂小组的密切配合，在省、地地方志编委会的具体指导和有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终于编成一部百余万字的社会主义新县志，工程可谓宏伟。

盛世修志，鉴古知今。新编《零陵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广采博纳，去伪存真j对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发展，各项事业

的兴衰起伏．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均实事求是、详略得当地加以记述，寓褒贬

干事实之中。全书体例完备，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层次分明，以经济建设为

主体，囊括百余年来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堪称一

部当地的百科全书。它不仅为研究零陵县的历史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也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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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良好文化读物和生动的乡土教材。“禹鸟恋旧林，

池鱼思故渊”。新县志对于客居异乡、侨居国外的零陵籍同胞，又不失为一座沟

通情感、加强联系的桥梁。观其图，零陵大地的景色尽收眼底；披其文，家乡

人民的风采跃然纸上。掩卷沉思，能不产生振兴桑梓之宏愿!

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新编《零陵县志》的出版．对于帮助我

们和后人进一步分析脱胎于原零陵县的新建城市——永州市的历史，认识市

情。探求规律，科学决策，避免失误，必将收益匪浅。希望全市广大干部和群

众认真阅读并充分运用这部志书，借鉴历史，把握当前，规划未来，更好地发

挥永州这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认识永州，热爱永州。振兴永州。进一

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团结一心，艰苦创业。为把永州市建设成为经济繁荣、

文化发达、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而努力奋斗l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谨向为编纂此书，历时五载而夜以继日、殚精竭虑的

同志，向一切为此书的编写、出版、发行提供各方面帮助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诚

挚的谢意。

中共永州市委书记

永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1992年1 0月

辟杰牛
廖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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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任职期间，适逢两市合修《零陵县志》。古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国者以志为鉴”。冷水滩市原属零陵县的一部分，1984年撤销原体县的建制后．

始恢复建立。因此，修好《零陵县志》不仅是存史之需，而且对冷水滩市从政

者而言，亦属重要之举。对此，市委和政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与支持。在两市

有关领导和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五年多的艰苦耕耘，今日终于问

世。这是新中国建立后零陵县的第一部新县志，是值得我们庆贺的一件大事。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繁浩而系统的文化建设工程，绝非轻而易举之事。而两

市合修，更少先例，其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但《零陵县志》的编纂人员在两

市市委、政府的领导下。始终保持饱满的热情，旺盛的斗志，以J必胜的决心，团

结战斗，相互切磋，广征博采，共析疑难，终于达到了预定的目标。这种团结

奋斗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希望能在各个领域得到发扬，传之久远。

编修地方志的目的在于应用。《零陵县志》所载，上下百余年，洋洋百余万

言，可谓包罗万象，举事必收。其涉及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大，资料之翔实．

是零陵县其他著作无法比拟的。全书立论公正，构思精巧，门类齐全，详略有

序，对解放后零陵人民的斗争史记述尤为详尽。通读之后，则全县概貌一览无

遗；各业兴衰，昭然若揭；前人的创业精神、成败根由、取胜要诀无不历历在

目。因此，志书的公开发行，不仅对从政者有所帮助．对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也

特大有裨益。“鉴古而知今”。不了解地情，就无法驾驭局势，开创未来。希望

各级领导、教育工作者、全体市民都来关心和运用这部志书，从而发挥《零陵

县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应有作用。

冷水滩素称零陵首埠，一度繁华，有“小南京”之美誉。解放以后，经过

三十余年的建设和开发，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都得到飞跃的发展并初具规

模。已经为继续前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让我们在前人开创的基业上，继承他

们的优良传统，扬起改革的风帆，开拓进取，锐意图新，把新建的冷水滩市建

设得更加繁荣美好，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吧!

喜嚣簇蒜昙存弘冷水滩市人民政府市长’子l，叼

199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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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贯彻“存真求

实”的方针，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系统记述永州市、冷水滩市的原体县——零陵县境内自然与社会

的历史和现状。上限1840年，根据需要可以追溯，下限断至零陵县撤销的1984

年。
‘

三、本志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事状。反映地方特

色．展现各族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

四、本志采用小篇章节体，一般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事以类从，横

排竖写。垒志30篇。按先总后分，先自然后社会，先政治后经济、再文化的次

序排列；以序言为引导，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专业篇为主体，附录为补充，

卷首配置风光照片，随文辅以图表；力求结构严谨，浑然一体。

五、本志遵循方志地域性的特性，以本县的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鉴于县

界屡有变动，本志采取“入境则记，出境则止”的办法，对双牌等区乡划出县

界前的重要史实和数据仍如实载录。对辖区内中央、省、地所属所管事物一般

从略，其与本县关系密切者稍详。 ．

六、本志中曲称谓：对各个时期的党派、机构、职务、地名，均以当时名

称为准。时闻表述：先书朝代年号，再注明公元纪年；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活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记事均用公元纪年。专用名词：第一次

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一语非用全称不可时用全称。一般酌情用

“民国时期”，“零陵县解放前“、“新中国建立前”，。新中国建立后”、“零陵县解

放后”等词语。 ． ．

七、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除彩照说明和某些历史记述必须用．

繁体字外，一律使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

．数字按《湖南省志》行文通则的规定书写。零陵县解放后的数据，原则上

以县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统计部门缺失或不全的采用职能部门资料。计量单

位，按各个不同时期实际通用的计量单位记载。旧人民币值一律换算为新人民
●

币。
～

八、本志为反映零陵县历史文化悠久的特点，将“文物胜迹”单独设篇，意

在较详地记载柳宗元《永州八记》旧址等驰名中外的风景名胜、文化遗迹和瑰

丽诗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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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人物篇》由传记和英名录组成。立传人物按卒年次序排列；以

本籍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生不立传；因行政归属变更而属籍改变者从习惯，

记后加以说明；对有突出贡献的在世人物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其重要业绩。

十、本志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收藏的文献档案、统计资

料和历代旧志、本届部门志(史)；少数无文字记载的至少是采访了两位以上当

事人、知情人获得的口碑资料。所用资料，均反复考证，一般不交代出处。但

如超出以上范围或引用原文时，则随文或在页末注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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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962年零陵县政区图⋯⋯⋯⋯⋯⋯⋯⋯⋯⋯⋯⋯⋯⋯⋯⋯6 ebbS0⋯⋯⋯⋯⋯

一、普}4桥区⋯⋯⋯⋯⋯⋯⋯⋯⋯⋯⋯⋯⋯⋯⋯⋯⋯⋯⋯⋯⋯⋯⋯⋯⋯⋯⋯··
二、黄阳司区⋯⋯⋯⋯⋯⋯⋯⋯⋯⋯⋯⋯⋯⋯⋯⋯⋯⋯⋯⋯⋯⋯⋯⋯⋯⋯⋯⋯

三、j争水滩区⋯⋯⋯⋯⋯⋯⋯⋯⋯⋯⋯⋯一⋯⋯⋯⋯⋯⋯⋯⋯⋯⋯⋯⋯⋯⋯·
四、楚江圩区⋯⋯⋯⋯⋯⋯⋯⋯⋯⋯⋯⋯⋯⋯⋯⋯⋯⋯⋯一⋯⋯⋯⋯⋯⋯⋯⋯

五、邮亭圩区⋯⋯⋯⋯⋯⋯⋯⋯⋯⋯⋯⋯⋯⋯⋯⋯⋯⋯⋯⋯⋯⋯⋯⋯⋯⋯⋯“
六、蔫角塘区⋯⋯⋯⋯⋯⋯⋯⋯⋯⋯⋯⋯⋯⋯⋯⋯⋯⋯⋯．．．⋯⋯⋯⋯⋯⋯⋯⋯

七、富家桥区⋯⋯⋯⋯⋯⋯⋯⋯⋯⋯⋯⋯⋯⋯⋯⋯⋯⋯⋯⋯⋯．．．⋯⋯⋯⋯⋯⋯

八、水口山I孟⋯⋯⋯⋯⋯⋯⋯⋯⋯⋯⋯⋯⋯⋯⋯⋯⋯⋯⋯⋯⋯”⋯⋯⋯⋯⋯⋯·

九、硝；山区⋯⋯⋯⋯⋯⋯⋯⋯⋯⋯⋯⋯⋯⋯⋯⋯⋯⋯⋯⋯⋯⋯⋯⋯⋯⋯⋯⋯⋯

十、黄田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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