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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祥县志》经过广大史志工作者历时六载，勤谨不怠的努力，现在终于成书，

呈献到读者的面前，这是一件值得全县人民称道和庆贺的大事。

钟祥，古为楚郊郢之地。她以辽阔的地域，丰富的物产，优越的地理位置，众多

的古迹名胜而闻名著称。在这片四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勤劳纯朴的钟祥人

民，经过世世代代地开拓奋进，苦心经营，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为我们。

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古人云：“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科学方法，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开掘、收集、整理、编研，总

结前事，启迪来者，以利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是我们神圣的责任。‘钟祥县志>

出版发行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以求实的精神，翔实的资料，忠实地记述了从古

至今，钟祥人民在自己的乡土上开拓、经营，发展、繁荣的史实，特别是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从这些丰富生动的史实

中，我们可以受到哪些启迪和教育呢?它可以使我们更加钟情于自己的故土，热爱

自己的家乡，从而激起建设钟祥，振兴钟祥的热情；使我们从新旧两个社会的截然

对比中，深刻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搿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纾的真

理，从而更加自觉地坚定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的信念；使我们从建国近四十年

来前进与停顿、成功与失败、胜利与挫折的艰难历程中，加深理解无产阶级在夺取

政权之后，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才能调动人 。，

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断

推向前进，从而更加增强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总之，无论是在当今两个文明建设中，还是在往后漫漫的历史演进中，《钟祥县志>

对弘扬荆楚文化，开发郢州资源，促进启智育才，陶冶精神情操等各个方面，必将

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善于运用它的资政功能，发挥它的启教作用，做到矗以史

为鉴"。

编史修志，是一项艰巨而浩繁的系统工程。几年来，县志办公室的全体同志和

全县广大史志工作者，振奋精神，不畏艰难，团结协作，努力奋战，终于完成了这项

繁重的编纂任务。他们那种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

是感人至深的。许多离退休和在职的老同志，为编纂县志，积极提供资料，主动参

与勘校，做了大量工作，也是难能可贵的。对于这一切，全县人民和我们的子孙后

代是不会忘记的。

由于时间久远，资料散失，条件有限，‘钟祥县志'难免有疏漏、遗缺、失准之处，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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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须读者鉴谅，但毕竟瑕不掩瑜，‘钟祥县志》确乎是一县的“百科全书修，其不足之
处是可以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的。

让我们不忘历史，把握现实，着眼未来，为建设更加美好的钟祥而努力。

王宗儒



．：钟祥县志'志成书就。值此大功

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开的重要

作用，向为历代史学家所看重，地方执政者所推崇。钟祥自宋淳熙六年起至20世

纪30年代，多次修志。其尚存志书，对于探求一县发展之轨迹，谋略百里兴替之根

本，起到过重要的资治教化和存史的作用。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编修志书，更

具有承前启后、服务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它既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

为我们提供了系统、详尽的可资借鉴的史实，又为我们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发挥地

方优势，振兴地方经济，揭示了事物的规律。编修地方志书，确乎是一件有益于今

同时而又荫及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

地方志书的全部内容，上下数百年，纵横几百里，贯古今盛衰为一通，融地理风

貌、政治军事、经济形态、文化教育、风土人情、景观胜迹于一体。其编纂工程，十分

诰瀚繁重。前任县长黄益洲首倡其事，本人自1984年起执政钟祥，续成其业。在

编修的全过程中，县人民政府几经建立、调整、充实钟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设

立县志办公室，组建工作专班，列定专门编制，划拨专用经费，配备办公用具，固定

办公地点，从组织上、经费上为此项工程开辟了通途。同时，经常关心编辑人员和

办公室人员的政治进步和工作条件，及时解决其困难，满足其合理的要求，从人的

积极性上为此项工程打下了基础。 ·

新编《钟祥县志》凝千余人之心血，集各业之力量，上下一心，左右一体，以至于

成。在整个编纂工程中，县直各科局成立了相应的办公室，统一行动，撰文构图，供

数立据，源源不断输送材料，使得总体工程没有停工待料，延误工期。

‘钟祥县志》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广征典献，博采众

议编修而成，是一部再现钟祥历史真实面貌，反映时代和地方特点的新志书，体例

简明而不单调，文字精炼而不乏味，稽考翔实不显冗长，立意新颖不落俗套。鉴往

知来，审时度势，为仁为智者，览者自得。《钟祥县志》聚血气、才智于一书，有为于家
乡，奉献于社会。

然钟祥旧志，失修数十年，新修的县志，跨度大，容量多，且政治性和学术性很

强，记文中难免有挂漏拾零之处，有识之士，定然斤斤其明，评定允当。

蒋昌忠



凡 侈】l

1．本志采用章节体，主要分四个层次：篇、章、节、目，个别确有必要的立子目。不立编，也

不分卷。立篇以4科学分类、适当归并、突出特点、个别升格”为原则，力求体例划一，结构合理。

全志共立37篇(含‘附录')。各篇之间按先政治、后经济、再文化的次序排列。

2．本志时限，上限因资料而定，未作统一规定，下限断在1985年。但是，对1986年1月8

日到1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钟祥县第六次代表大会这一史实，以及显陵1987年被批准为国

家级保护单位的格局，分别入了志。

3．本志除少数章节非分期编写不可外，基本采用横排门类、纵述历史的方法进行编写。各

篇前面一般加有无题小序的短文一则，‘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以时为经，系事于时，同时兼及

纪事本末体，两相结合，相机而用。有关专篇，则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因事名篇，以类相从。选材

以孤证不立，服从多证为原则，并由此汇编“辨误”一则，附于《附录》之内以备存查。全志有地

周15张，统计图表253张，照片73张。地图一律置于志书之首，图表分别附于文后，照片一律

归入《附录》之内。有关章节涉及到人物活动时，以事系人，系而不滥。

4．钟祥县历史上最早建县的时问和县名，各部旧志，着笔不一。本志从民国县志之说，

以西汉初年置的郢县为始，钟祥县的建制沿革就从这里写起。

5．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没有独立设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和对农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结合于《农业篇》记述，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合于‘商业篇'、t-r_

业篇》记述，关于各种政治运动，散见于各章节之中。

6．对区公所(区政府)和人民公社，按照“横分门类”的体例，本应分别立节，但是由于历史
翩各种原因，实在难分，因此结合在基层政权一起记述。

7．‘农业篇》的内容，仅就农作物种植业而记，不包括大农业的全部内容。有关林业、畜

散业、渔业等则分别单独立篇。

8．‘工业篇>，不少章节涉及到行业、企业和产品等方面的内容，编写的原则是，以行业系

企业(产品)。为了反映乡镇企业的生命力及其与国计民生的关系，特将它单独成篇。不过，

凡与大农业有紧密联系的内容，仍归入大农业各篇之内。

9．‘人物篇》分两部分。一为传记，二为人物表。立传一般按照生不立传、本籍为主的原

则着笔，对于虽属外籍但在钟祥从事社会活动确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也给予立传。传记的组合

按照。分时期、兼顾性质”的原则，分传记一、传记二、传记三3类。入表的除烈士以外，还包括
荣获国家级荣誉称号者，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留学生、援外人员等在世人物。

10．凡属国家行政机构统统写入‘政权篇'内，不再在有关专篇立机构章节。凡属事业，企

业单位的基本设施或经济实体等机构分别由有关专篇单独立节。

11．关于表示时问、数量和专门术语的词语用法，原则上参照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等7个单位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凡公元、年，月，日、世

纪、年代、时刻，以及记数、记量等，～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凡星期、、夏历和清代以前的历史

峨



2 凡 伪

纪年、不具有统计意义的一位数、由数字构成的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修饰语，以及表示概

数的数字等，一律用汉字表述。5位数以上的数字，原则上以万或亿为单位。

12．凡建国前的地名，尽可能注明今名；凡建国后的按不同时期的名称记述。表述中出现

的“建国前(后)挣一词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的简称，出现的“民国县志”一词是《钟祥

县志》民国26年版的简称，出现的“钟祥县政府”、“县政府”指的是“民国县政府”，出现的“钟

祥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指的是建国后人民县政权，出现的“国军”指的是国民党军队。

13．关于全县总面积，以1977年2月县水利局根据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测绘总局

绘制的1：10万的钟祥县地形图测算的数字为准。其耕地面积是采用的习惯亩数，但在《农

业篇》“作物种植”一节中使用的是县第二次土壤普查时(1981年至1983年)丈量的市亩数。

14．关于人民币面额数，凡1955年3月1日以前的旧版人民币面额，一律改为新版人民币

面额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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