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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昙志

芷江侗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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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主任贺达泉

顾

主

问

任

副主任

委 员

杨永高董焕瑞周子厚 ；

’

谢绍开(1 986。4～1 988‘6)

杨序岩(1 988·7～ )
j

杨启舜(1 986·4～1 990。4)

补 臣(1 986‘4～1 986‘7)

邓运才(1 990 7 8～1-991‘4) 。一

邱云桂(1 990·8～1 99 2。8)

(以姓氏笔划排列) ．

田连生 龙之沛 刘素娥 刘 革

张应权 张自元 杨宗煜 ¨吴爱国

商泰生 萧志亮

县志办公室工作人员

主任圃(1 986。4-,．．-1 986’7)

向国双(1 986·7～ )
：‘

副主任吴爱国(1 986·4～1 986。7)

商泰生(1 986。4～1 986‘7)，

张良伞(1 987·7～ )

工作人员尹祚康李高松毛晓兰李江南朱咏梅

总 纂杨启舜

‘吴爱国

《芷江县志》编辑部

(1 986 r 6～1 990‘4)

(1 990 j 4～ )

向国双．-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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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芷江善志

副总纂 向国双 尹祚康 张良伞

校 对 向国双吴爱国 张良伞尹祚康 毛晓兰

主要摄影龚本森董荣辉 张平宽萧益堂

参加县志编写人员(以姓氏笔划排列)

邓长星 毛晓武 龙家军 龙文忠 龙卡凡 刘 革

刘世家 江化庚 陈 立 张桂权 张朝龙 。杨学盛

杨学连 李泽成 唐lil JII 涂浩清 萧汉雄 萧志清

董荣辉 蒋修德 舒毓端 蒲学礼

《芷江县志》审稿人员

县审稿小组(初审) 贺达泉 杨序岩

龙之沛 邱云桂

吴爱国 周述敬

地区审稿小组(复审) 薛忠勇 周亮一

王昭阳 黄清泉

萧汉雄 王建荣

省志编委会(终审) 禹舜 胥亚

刘泰来 黄俊军

审 校黄清泉

董焕瑞

张自元

余致韩

杨文基

李 素

李羽立

熊 健

向国双

张克荣

刘国长

黄愿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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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社会主义《芷江县志》问世，是我们主持县政完成的一件实’

事，更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喜事。欣慰之余，谨书数语以为序。 ．

芷江历史文化悠久，有石器时期和商周文化遗址，有东周编钟和西

汉墓葬群。自汉高祖建无阳县以后，两千余年，孳殖繁衍；世代人民，

辛勤耕耘。为芷江大地焕勃勃生机，为侗乡山寨增熠熠光辉。，

芷江地处湘西要冲，历乃兵家重地，商旅要栈，素有。黔滇门户一√

。全楚咽喉”之称。明清曾为川、黔、滇、湖广总督府和偏洗巡抚所在．

地；抗日战争时期，为著名中美空军基地：1945年8月，日本在芷江向

中国投降，芷江一举成为受降名城，载誉中外。

新中国建立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奋发图

强，艰苦创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芷江。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各项

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日趋富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均获长足进展。
’

．

长期以来，芷江侗族人民与苗、汉等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同舟共

济，共同开发了沅州大地，创造了芷江的灿烂文化．其业绩当载入史

册，以告慰古人，激励来者。

芷江修志，历有传统。自南宋至清同治年问，共修志J6次，其中府

(州)志J2次，县志4次。而清同治八年后，整整120年中断修志。民

国时期虽修志4载，但因时局动荡、经费拮据、人才不济而停，除留存

一份修志人员名单外，其余资料未存只字片言，散失殆尽，无从查考，

实为憾事。

2D世纪8D年代，改革开放，政通人和。值此盛世，中共芷江县睾、
． }1

。t易一一一



2 芷江县志

县人民政府负历史使命，顺人民意愿，决定新修县志。在全县各单位鼎

力相助和省、地地方志部门的精心指导下，编纂人员辛勤笔耕，经七易

篇目，八改志稿，终于编成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除概述、大事

记、附录外，尚有专志27卷107章．罗船节，计100万字．

新编《芷江县志》，本着囊括百业、贯通古今的体例和详今略古、详

近略远的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新观点、新材

料、新方法一，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芷江的历史和现状。融资料性、思想

性、科学性于一体，集全县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情况为一

书，可给当代人了解芷江、建设芷江、振兴芷江提供参考之需，给后代

人认识芷江、研究芷江、继承芷江光荣传统提供借、鉴之便。

本志虽经编纂人员多方考证，初稿编成后又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经

有关领导详细审定，意在力求无误。但因修志间隔时间久远，史料有

限，瑕疵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及后人匡正。 、

编修县志，工程浩繁，是各方通力合作的结果。上级领导部门和专

家、学者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助和指导；各部门、各单位热情提供了各

种资料；编纂人员精心著述，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中共芷江侗族自治县委书记 贺达泉0

芷江侗族自治县县长 杨序岩
‘。

1992年仲夏



凡 例

凡 例

1、新编《芷江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准确、系统地记述芷江侗族自治县自然和社

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2、本志断限时间，上限尽可能追溯到各类事物的发端，下限止于1989年，

个别事物延至成书之时．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详略适度，立足当代，着重记述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内容．
’

3、本志首设概述，统摄全志；次为大事记，．纵贯古今；中设专志27卷，为．

志书主体；附录列为志尾：本志根据内容和编纂需要，采用述，记、志、传、图、

表，录体裁，卷、章、节、目结构．以语体文据实叙事，力求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

特点。

4、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旧纪年，每节第一次出现的历

史年号，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统一用公元纪年．地名书写，以

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原地名为准，如后有更动，则夹注今名．

。5、人物传，’依志书通例，不为生人立传j凡入传者，均为对社会曾有过较大

影响的人物；立传人物不析类，接卒年的先后顺序排列．

6、志中所用数据以县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为准，无统计数据者，则用各有关部‘

门数据；《方言》采用国际音标宽式标音．

7、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按当时通行的习惯记法；新中国成立后，一般

采用标准计量单位。 ’07’I：． f’。

：一√ ，j‘．；．：。√． -’：，·一：j

·：8、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国家、．省．地．县图书馆。档案馆和各部门编修的专业

志，并收集部分口碑和实物资料，7：为节省篇幅，+■般不注明出处．_，。-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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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芷江丢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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