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j，√
。 ’

r

●
L -

篷毯基连繁黧黑



石网脒铬

石门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107号

石门县志
石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at京太平桥大街z3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地矿局湘中地质印刷厂印刷
(娄底市长青中街4号)

责任编辑t黄愿偿
开本{787×1092 1／16印张：46．．75字数l 1130千字

1993年8月第一版 199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500册定价；60元

统一书号：ISBN7--5043一0659—3／K·457



《石门县志》编纂机构及编纂人员名录

石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7年7月"-'1989年12月)

主任：姚绍球

副主任：邱正义 王浦堂

江廷元(专职)
，

委员：(按硅氏笔画排列)

马世君 申祖长

张鹏举 杜安定

单光泽 易发欣

罗治登 袁志恒

熊哲松
■o-JH_●

顾 I司：(按姓氏笔画排列)
●

王庆科一田熙

谷清民 李勉之

陈德初 杜学志

韩金松 覃道崇

姚应远(常务)

覃道荣(主笔)
●

邢修民‘ 刘玉坤。” 李经武

肖琢之 陈俊武 苏安成

孟祥悌 林珍斌 周万国

黄家田 贾集华 覃清香

伍贡支

吴扬钦．

夏铭镒。

覃正经

伍子敬

陈福儒

龚伦杰

草遵德

刘芹文

陈益教

盛忠进

戴承义



(1990年1月～1993年12月)

主任：翟笃培 ’，，．’。 I 一

副主任： 刘春林 王浦堂 黄家军 侯 彪 姚应远。

江廷元’j覃道荣 、．．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景元 田玉华’ 申祖长 刘次志 刘玉坤

汤成涛 邢修民 李才高 张鹏举 张天夫

陈俊武 苏安成 杜安定 林珍斌 侯国清

袁志恒 涂生斌 唐汇诰 黄家田 覃道雄

覃道执 覃文齐 覃清香 熊坤清

顾 问：(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绍阳 陈德初 陈培根 夏铭镒 覃道崇

覃遵德 韩金松

石门县志审稿小组

． (按姓氏笔画排列)
。

王灵川 江廷元 李庆明 陈培根 夏铭镒 姚应选

覃道荣 覃遵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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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县志总纂、副总纂

总纂：姚应远

副总纂：(按姓氏笔画排列) ，

江廷元 周光庆 覃道荣

‘
·

．

石门县志各篇分纂-
．。J

j
。’

·(按篇次序排列)

江廷元 舒基松 张世宗 段佑荣 陈培根。 黄庆云

龚先佑 ·王勋斌 赵 尤 ‘田辉萍。 憎凡清 。覃道荣

圃．．，

石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7年7月"-'1988年12月)

第二副主任：江廷元
●

副主任：覃道荣

工作人员：田辉萍 ．张世宗 曾凡清 李小红



(1989年1月"-'1993年12月)

主 任：江廷元

副主任：草道荣(1992·1离任)

工作人员：田辉萍 张世宗 李小红

曾凡清(1989年12月～1992年7月离办)

采编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

‘。

丁柏松 于允宁· 马绍基 万维银 王本平

王祖林 王勋斌 文德碧 邓兆富 宁文斌

史建辉 占方来 龙声洪， 龙西斌 叶明顺

叶明景 皮仲通 田辉萍 付冠权 江廷元

汤永红 许万平 孙元书 伍法中 向荣全

向绪新 朱清泽 朱天霞 刘群善 刘维成
一

刘久元 刘湘林 刘宗惠 严奉林 杨培

杨荣贵 李建华 李庆明 李德金’ 吴桂宏

吴丕江‘邱表模 苏 忠 苏太潮 宋嗣良

宋建华 杜百衡 张世宗 l张一怒l。张力峰

张万才 张立春 张庆政 陈和儒． 陈崇禅
‘

陈萍萍(女)陈培根 陈启初 周泽平 周方华

周云金 周武炳 ’周训典 郑大新 l岳友舟1
． 罗建平 易茂杰 易构平 单光泽 金翔

姚跃华 胥景楠 赵庆林 赵+尤 I侯慎初l

钟文运 贺文龙 贺良文 段佑荣 唐爱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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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图：

·摄 影：

数字编辑：

誊 写：

、 封面题字：

封面设计：

护封设计：

校 对：

唐植春 袁盛直 郭丙群 涂自柱 贾际林

黄。鹏 黄强华 黄庆云 盛芳明 曹树林

康存榜 龚先佑 程登阶 曾志浩 曾凡清

覃兴德 覃道忠 覃道荣 覃道统臣囹
董忠清 谢声威 彭国平 舒基松 鲍明清

雷衍慧 做承徐 ，熊哲海
●

，

段佑荣

万‘里

刘宗志

宋嗣良

周用金

江廷元 覃道荣

江廷元

曾凡清 赵尤 夏铭镒 周光庆 胥景楠

刘宗志 李小红

责任校对：江廷元

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稿人员
●

伍顺生 贵发新 陈大雅+ 叶荣开 李大年 张 军
，

魏胜权 齐绍正 周华辉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验收人员

李羽五 李谟政 黄愿偿’ 钟汉章．刘恩达 吴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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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前人创造历史，后人记述历史。创造历史的推动历史的发展，记述历史的

延续历史的发展。修编县志无疑是一项延续历史和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极其神

圣的工作。

县志，她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正是这无数的浪花，组

成了中华民族的滔滔大江。县志，她是史学殿堂的基础，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

庞大根系。

古往今来，多以盛世修志。其实，自古汉唐之盛，五代之衰，都不过是一

种历史的回光；历朝志书，亦是为官代言者多，很少录下历史真正的回音。天

不变道变，历史开创了新的纪元。乘盛世修志，修盛世之志，化四十年光辉历

程为汗青，是当代吾辈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历史不能修修补补，只能还其面目。修编县志的工程虽然不象国史那样浩

瀚博大，但其洞察社会的方法和秉笔直书的史家原则是相同的。一部好的县志，

不仅仅是用文字去延长历史的编年，也不是大量勾沉去填补历史的空白，她的

真正价值，在于她从一个县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横断面中，通过大量的历史典型，

挖掘历史的内涵，总结历史的经验，从而在地方治理中，发挥资治作用，此乃

县志生命力之所在。

新编《石门县志》，广征博采，新意迭出，汇历史兴衰于笔端，集时代风云

于行间，勾勒出了近百年我县历史发展的轨迹，反映了先辈们创造的不朽文明。

尤其是解放后，石门天地再造，历史重构，新编县志用太史之笔囊括风云，挥

司马之毫点评春秋，汇四十年的风雨浩歌于一卷。为石门历史增添了光辉灿烂的

一页。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要数历史的步伐和著述历史的文字最为沉重．她留



序

下的足迹，可使明智者循大道而创新业，昏昏者袭旧路而蹈复辙。新县志，她

折射过去，启示未来，帮助我们鉴古知今，无疑是一面历史的明镜。“悟已往之

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在石门未来的发展中，新县志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借鉴作用。

通览全书，新编县志繁简得当，体例新颖，史料翔实，不愧为我县的第一

部史学力作，解放后文史建设上的重大成果。人民创造了历史，而默默为历史

泼墨的人，是对历史的又一次创造。有感于石门新县志的问世，及历史代言者

们的不朽之笔，特为之序。

翟笃培

一九九三年二月于石门



凡例

龙

一、全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

述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全志上限1840年，下限1989年，二部分章节适当上溯和下延，贯通古今，
●

详今略古。 。

‘‘●

三：‘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篇，人物、附录、图、表组成。概述，综

述县情，总揽全书÷置于卷首，为全志之纲I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建县以

来的大事，要事，为全书之经，专志，、横列门类，’纵述史实，设地理、’经济、

政治，文化四篇，38章、153节，为全书之纬，即主体部分；人物；古今兼收，独

立成篇，设人物传及烈士名录，附录，’即将专志不能容纳而又有入志价值的文

献、诗词，轶闻等汇集而成，列于卷末；图、表分别附于各门类之中，使之文

表互补，图文互照。概述，大事记j入物和附录均不入篇章序列。
’

四：。全志均用语体文。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I大事记，编年体和纪

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述评，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五，人物传，坚持生不列传的原则，主要．收入对本县有重大贡献、较大影

响的已．故人物，以本籍人为主，兼载长期在县活动且有影响的客籍人。不分类

别，以卒年为序排列。一

六、志中称。建国前、．后一，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i

七，历史纪年：建国前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律用公元纪

年。清以前用汉字书写，民国以后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未冠世纪，皆为本世纪。

八、全志所用数据，以县人民政府统计局的数字为准，个别采用主管部门、

职能部门和各专志提供的数字j
‘

、 。
。

九、行政区名、地名、机关名、职官名，均采用·当时名称；历史地名注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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