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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王驰

1949年南下湖南后，我曾在津市工作过一段时间，津市是我第二故乡的第一站，是我在

湖南工作生活的开端，所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正因为此，津市市志办公室的同志要我为

《津市志》写序，我就欣然接受了。

城市志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一个重要品类，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修志史上，只有寥寥几部

都邑志，但远不能与新方志中的城市志相提并论。如何写好城市志，使其充分反映出城市特

色，这是修志界正在为之努力探究的崭新课题。城市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城市的功能逐渐健全，成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因而，城市志首

先要抓住城市商品经济孕育和发展的脉络以及对周边地区的商品交流的关系和作用，来反映

城市的特色。通览《津市志》，我认为该书正是基于以上观点安排结构、记述内容的，是一部

很成功的城市志。《津市志》突出了城市的特色。交通、邮电、金融、科技、商业、工业、城

市建设、文化在志书中单独设编，浓墨重彩地记述，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在记述中，注重

记述各行业在商品经济发育和运作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各行业自身兴衰变迁的轨迹，突出

其在城市综合职能中的各自特点。《津市志》在商业、科技、金融各编中设市场专章或专节，

多为独创性举措，较好地体现出城市特色和城市与邻近地区相互依存的关系。

<津市志》不仅突出城市的一般特色，还十分注意突出城市的个性特点，强调其对邻近地

区的凝集、领带和辐射作用。《津市志》根据本市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在记述中，对本

地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主要事物作浓墨重彩的记述，突出重点的手法有：升格法、单列法、首

列法、比较法等，即有的事物升格、有的事物设专章、有的事物摆在首位、。有的与周边地区

作横向比较。运用多种手段来突出津市各行业特点，这是《津市志》反映城市个性特色的成

功之举，制盐、盐务本是分属工业编和商业编中的一节，现把制盐和盐务合在一起，升格为

盐业编，突出人无我有，把在津市经济中起重大作用的盐业，抬到十分显要地位。在商业编

中，把九大名店设专章摆在正统地位加以记述，而别于其他志书把名店作附录的模式。在城

乡建设编中，把分散在各章中的澧水大桥、防洪大堤和北大路、金鱼岭路的建设合在一章中，

冠以重大工程建设，突出其重大作用。科技编中，把专业科技人员列在首位，同时把能工，了

匠摆在次之加以突出。在生产习俗中首列商业习俗，工业编把蚊香、味精、丝绸分别列在各

行业之首详实记述。在体育编中打破按级分类的常规，突出记述津市乒乓球、游泳潜水，射

击、田径等项目的优势。在具体记述各行业各时期的发展状况时，注意与邻近县市或省内同

类城市相比较，突出本市在一定区域内各行业所处的优势地位。很显然，这些作法意在凸现

人劣我强j人少我多的行业特色，从而达到体现城市个性特色的目的。

《津市志》有关商品经济的各编，详尽记述了津市从鱼市到市镇、再到澧水流域的中心商

埠和湘鄂边物资集散地的历史变迁过程，重点记述了因商业的繁荣，伴生的手工业逐渐发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一

壮大，各种工业产品渐次从澧班流域扩展到省内外，跻身于国际大市场的漫长历程，这样记

述使人得知，津市在自身得到发展的同时，必然带动此地域的经济发展，以及城市作为地域

经济中心的凝集、辐射和领带作用。特别是在经济综述中专设经济发展环境一节，客观记述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津市经济发展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对津市近300年来经济发展变

化规律和与邻近地区唇齿相依关系的一个总揭示，具有很强的资治作用。

《津市志》在如何反映城市的共性和个性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为我们编纂城市志提供

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因事系人自然，是《津市志》一大成功之处。志书，是记述一方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资

料性书籍，历史每前进一步，都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可以说，一方人类的文明史，

就是一方人民的奋斗史，离开了人的活动，也就没有了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封建统治者主

持编修的志书，最大的缺陷就是忽视人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特别是忽视普通老百姓在历史

上的地位，而是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功于帝王将相，这就充分暴露出编纂者的偏见和狭隘。社

会主义的新方志，就是要为人民群众树碑立传，就是要揭示出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

动力这一不可辩驳的其理。《津市志》共系千余人(不含列表人物)，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

系人物中，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占多数，在突出系好推动津市历史前进的正面人物的

同时，也系了阻碍津市发展的反面人物。《津市志》在因事系人中，注重选取有价值、有教育

意义的典型资料反映重大主题，做到了不为人设事或有人无事，总是人随事出，自然熨贴。在

记事的同时，所系人物随之丰满，起到了志书的“教化”作用。

语言练达流畅，是《津市志》的又一特点。志书语言是志书内容的载体，即使有好的内

容，没有练达流畅的语言，也是枉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二者是辩证的统一。《津市志》

洋洋洒洒百万言，又是众手成志，要达到文字练达，语言流畅，无歧义，无冗赘，如出一笔，

确非易事。志书要求横分门类，纵写兴衰，故一目多为一事之发生、发展和现状的陈述，倘

稍有不慎，便会成为一本流水帐，读之，则感枯燥乏味。《津市志》却不然，运用反义词突出

兴衰的对比，采用同义词，强调语言程度和色彩的变化，锤炼关键词语，使呆板的记述鲜活

起来，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津市志》的编纂者数易其稿，字字斟酌，句句推敲，精益求精，

使志书尽量完美，这种工作精神，在志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可见他们的功夫没有白费。

在《津市志》评议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津市志》政治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规范，

资料翔实丰富，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十分鲜明，篇目设计合理，纵横记述有层次性，宏观记

述有综合性，微观记述有典型性，达到了完整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我完全赞同这种评价。由

于《津市志》集百科于一卷，缩历史为一瞬，是一部信息量大，资料性强的具有地方权威性

的工具书，是纵观津市市情的一面镜子，所以，读《津市志》，俨然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津市

数百年的历史风云尽收眼底，颇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感。

王驰 中共津市市委宣传部首任部长，现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一九九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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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万清

津市，东濒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南倚峰峦逶迤的武陵山，扼九澧入湖咽喉，临松

澧良畴万顷，历为湘鄂边重镇。西南丘陵连绵，稻金棉银，林涛葱郁；东北河汉交

错，浆声灯影，渔歌唱晚。如缎澧水，百舸争流，澹津古渡，九澧通衢。屈原行吟兰

澧，经世名垂；车胤囊萤照读，光昭百祀。贺龙足迹，辉耀史册；先烈浴血，彪炳千

古。津市，山水空淳激滟，人物钟灵毓秀，‘工商繁荣昌盛，名播九洲，声扬四海。

公元1949年8月，津市历史翻开崭新的篇章，市人民政府励精图治，兴商强

工富民，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奏响改革开放号角，擘

画四化建设宏图，春风劲吹，大潮澎湃。弹指一挥间，江山更添神韵风采，事业

倍加兴旺发达。盛世勋业，举世瞩日。 ．

、志乃一方全史，揽上下百科之变迁，纳方圆万象之更迭，疏理历史轨迹，标

示未来途径。市人民政府秉承旨意，顺应民心，主持编修首部《津市志》，历经十

载，数易其稿，终得面世，适逢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改

革开放再建勋功之时。《津市志》的出版，是献给党的一份厚礼，是为津市人民辛

勤劳动取得的丰功伟绩树立的一座巍巍丰碑，是津市文史苑中绽开的一朵夺目奇

葩，为津市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彰往训来，开拓前进，提供

了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填补了津市历史上的一项空白。堪称一部“资治、存史、

教化"的著述。‘．

《津市志》的编纂者，昼尽忘食，宵分废寝；冷凳孤灯，忘我工作。不摇众议，

不扭己见，实事求是。广征博采，秉笔直书，以昭征信。经纬编织，纵横捭阖，快

写春秋。克尽职责，不妄论，不烂评，陈述功过是非曲直，表明兴亡盛衰荣辱。

追求完美，力达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是《津市志》编纂者的初衷。因

各方因素的制约，不尽人意和纰漏在所难免，但乞关心津市和《津市志》的诸家

赐教斧正。 ·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勤劳智慧的津市人民艰苦卓绝，殚精竭虑，奋发图强，

用信念和血汗铸造了美好的今天，必定能同心同德，承上启下，前赴后继，创建

津市璀璨的明天，拥抱更加辉煌的未来。
， 1992年10月

刘万清中共津市市委书记。



4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记述津市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至1990年150年史事，个别内容

上溯和下延。原澧县白衣区4乡3镇一般从划入津市后的1986年开始记述，个别

适当追溯。

二、本志卷首冠以《概述》和《大事记》，主要内容分编、章、节、目4个层

次，部分目下设子目。共25编、107章、350节，外加杂录、后记，另附地图l幅、

照片143帧。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图表穿插其中。

分别记述各项事业的沿革和发展。

四、本志所有资料，主要取自本市档案馆(室)和各部门编写的史料，部分

取自外省外地的档案、典籍、旧志、报刊、谱谍及口碑资料。1952年后的统计数

据，均由统计部门提供和审核。所用资料，经过反复考证，一般不交待出处。引

文出处用文中夹注或页末注。 7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纪年，一般先用汉字数字书明朝代年号，再

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纪年。民国年代直接用阿拉伯数字。

六、津市建制几经变更，在各编中不一一注明。志书中的地名均用历史名称，

必要时加注今名。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市内工农业产值，均以1980年不变价为标准加

以换算。1955年前使用的人民币值均换算为1955年以后发行的人民币值。计量单

位，采用国际公制，新中国成立前一般沿用旧制。

八、《人物编》分传、表两部分，分别以传主生年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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