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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特色志丛书》总摩

O易介南

湖南乃天地钟灵之奥区 。 东连豫章，西通黔蜀，南翼岭粤 ， 北蔽荆襄 。 湘水

贯其中 ， 洞庭阻其外，衡岳作镇，四水为关 ，五岭屏南 ， 长江控北 ， 古来称山川

独秀 ， 天下粮仓。 一万年前已产稻谷，锦鸽储量犹冠寰中 。 种植养殖 ， 水产山珍，

称雄国 中 。 宝观雄寺，书院楼台，辈声海外。 侠炎帝迁湘，大禹治夏 ，代有柱石 ;

近代以降 ， 人才蔚起，称羡九州 。 湖湘之杰特者 ， 何其多也 。

时值全球化经济 ， 全媒体时代 ， 地方志视野需面向世界，地方志功能须强化

传播。 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之"让中华文明同世

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 ， 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

神动力" (习近平 20 14 年 3 月 27 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为使命，

20 1 3 年以来，我们在着力完成第二轮三级志书编修的同时，特别启动了《湖南

省志(综合本) ~ { 光绪湖南通志点校》和《湖南省特色志丛书 》三项工程 。 湖

南特色 ，即湖南之独特、独有及独好之事物。 湖南特色良多 ， 特色志编篡固难一

眈而就。 故取有计划、分批次编篡出版之方略。 因统一封面风格及版式编排规章，

使其分而为独志 ， 合而为丛书 。

特色志编篡 ， 贵特不贵博。 故凡例、设目、取材与编寨，始终贯穿求特不求

全之原则 。 如名湖有政区领属 ， 则详湖不详区 ; 名山有教亦有农 ， 则儒释道从详，

而农桑种植从略。 一志有多个特色事物者，特中之特者升格设目记述。 志中语言，

亦须求特。 须于真实准确之中见鲜活，须在风光名胜之区见舰丽。 内容表达，图

文并茂 ; 版式设计，抓人眼球。 所有志书，全彩印制 。 志书出版，须有光盘随属 。

纸质既出，全媒体同步 。 如此，方可与时俱进，彰显功能，实现存史、资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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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及服务人类文明进步之宏愿，达成记录湖南、史鉴湖南、宣传湖南，并打造

好湖南名片之目的 。

首批特色志出版者，有 《岳阳楼志 ~ { 洞庭湖志 ~ { 炎帝陵志 ~ { 舜帝陵志 》

《 南岳衡山志 ~ { 岳麓山风景名胜志 ~ { 武陵源风景志 ~ { 油山志 》 等，皆从"特"

字出发而搜材编篡成书 。 尔后出版者尚多，如水志、山志、祠志、寺庙道观志、

书院志、洞志 、 物产志等等。 编篡特色志丛书，既应时代与人民之需 ， 亦系我们

首开风气。 一如举烛行路 ， 探石过河，首批特色志虽宗旨鲜明、例则有定，但在

过程与细节中，仍有诸多不足。 诚祈方家同道惠赐教言，以为后续之鉴。 此后丛

书中各志，当加强培训与评审验收，力 求尽可能完善，积极打造名志与佳志，让

其成为湖南联通全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

2016 年 9 月

(作者系湖南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党组书记 、 副主任)



原

O盛荣华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承载历史人文精粹的楼台亭阁，就是记录

沧桑岁月的精彩华章 。

楼观岳阳尽， )Ji翅洞庭开 。 明代大史学家朱国祯称楼阁大观，无如南昌

之滕王阁、武汉之黄鹤楼、岳阳之岳阳楼。 三楼皆西向 ，而岳阳楼尤伟" 。 巍巍

岳阳楼得水而壮，得山而如经历 1800 多年的风雨洗礼，与浩浩洞庭湖长

相守望，演绎出"八百里洞庭凭岳阳壮阔"的今古传奇，襟江带湖的自然区位凸

显出得天独厚的优势，古朴精巧的构建制式树立起古代建筑的丰碑，灿若星辰的

诗词歌赋增添了地域文化的厚度，自然之美、建筑之美与人文之美交相辉映，相

得益彰 。 特别是范仲淹笔下千古传颂的《岳阳楼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的惊世绝唱，蕴含着博大深远的人文情怀，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崇高

追求，构建起一个高卓的思想文化坐标，历经岁月淘洗，跨越苍茫时空，在中华

大地树立起一面天下为怀、先忧后乐的精神旗帜，成为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礼赞神

往的思想圣殿。 岳阳楼也因此成为岳阳的文化珍宝、城市标识和人文名片 。 传承

和光大这种人文精神，滋养和弘扬这种家国情怀，是包括岳阳儿女在内的炎黄子

孙的崇高使命。

历史也是人奋斗成长的轨迹。 每个人既是历史的传承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不知不觉中就会邂逅一段历史 。 少年时读《岳阳楼记~ ，我对"朝晖夕阴、气象

万千"的洞庭景色，对"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的人文积淀，满怀向往，充满期

待 。 多年以后，当我有幸踏上 巴陵大地，履职岳阳楼下时，更多的是对"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的深沉思考，对"先忧后乐、团结求索"的躬身实践。 近些年来，



围绕岳阳楼的保护与建设，市委市政府不断推出新举措，取得新成效:以岳阳楼

为中心修建洞庭湖风光带，打造集城市防洪、旧城改造、景观建设、文化旅游、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名城工程民心工程;倡导开展"背诵 《岳阳楼记 ~ ，免费登岳

阳楼"活动，推介弘扬岳阳楼文化，带动岳阳旅游产业发展;将岳阳楼景区扩大

近 3 倍，实现由"景点"向"景区"嬉变跨越，成功创建国家 AAAAA 级景区;以

洞庭湖岳阳楼为龙头，大力实施全域旅游战略，创优"楼岛江湖" "花鸟舟情" "山

水祠村"品牌等等，让千年古楼与时代潮流交相辉映，不断厚植岳阳历史文化名

城优势。 作为岳阳的一员，我始终心怀敬畏，时刻警醒自己:能有幸履职岳阳、

服务岳阳，是一种缘分，更是一种责任，唯有竭忠尽智、干事创业、强市富民，

才不负千古名楼，不负组织重托，不负巴陵百姓。

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 。 穿越岁月风雨，

抖落历史尘埃，岳阳楼与巴陵大地一起迈进新的时代。 踏着改革开放的鼓点，特

别是在国家建设长江经济带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号角声中，岳阳作为湖南的"出

海口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省委省政府适时提出，要发挥岳阳作为融入长江

经济带的"桥头堡"作用，将其发展成为全省通江达海的"新增长极要把岳

阳打造成为全省开放发展的"大门户"、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大引擎"、江湖

名城这张"大名片"和现代港口物流产业的"大基地" 。 岳阳市委市政府应时而

动、顺势而为，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响亮提出"一极三直"江湖名城发展战略，

全力实施 "621 "行动( 6 大战略， 20 项工程， 100 件重点工作、重大项目) , 

加快建设通江达海、产业兴旺、开放共赢、绿色发展的湖南新增长极，努力打造

中国直居直业直游的江湖名城。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江潮涨万里程。 我们欣喜地

看到，洞庭湖畔、岳阳楼下，涛飞浪卷，百炯争流，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已

经来临，一个三湘瞩目的发展热潮正蓬勃兴起。

作为巴陵古郡的地标，岳阳楼如一位思想者，静静凝望着洞庭湖亘古的潮涨

潮落。 名楼见证着历史，自身也需要历史目光的关注。 湖南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深谋远虑，将 《岳阳楼志 》 列为全省地方志的重点内容，优先立项，开启特色志

先河;岳阳市委史志办主动担责，焚膏继辱，含辛茹苦，取精用弘，历时二载，

六易其稿，克成此书 。 《岳阳楼志》以岳阳楼为坐标，汇时间之经，联事件之纬，

由远而近，由表及里，客观记述了岳阳楼的历史沿革、旧制新貌、人文特征及其

深湛的忧乐思想，对我们了解传统文化特别是名楼文化，肯定大有禅益 。 该书的



出版，既是对湖湘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 ， 也是弘扬地域文化的有益尝试 ， 对我们

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 建设岳阳文化强市乃至湖南文化强省，无疑会起到积极

作用 。 鉴古观今，资政化人。 透过《岳阳楼志~ ，我们可以管窥岳阳风起云涌的

昨天，可以洞见岳阳绚丽多彩的今天 ， 还可以远撩岳阳辉煌灿烂的明天 ， 这必将

有利于增强巴陵儿女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 更加热爱家乡 ， 更加奋发努力 ， 加

快建设"一极三直"江湖名城步伐 。

历史，能够照亮未来的天空 。 {岳阳楼志》是岳阳发展、变化、进步的一个

缩影 ， 相信也一定能发挥其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 涵养化育 ， 凝心聚力 ， 激

励巴陵儿女立足新的起点 ， 奋力谱写"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的崭新篇章 。

是为序 。

201 6 年 9 月

(作者系 中共岳阳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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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员 王光明 易介南( 专职) 邓建平 ( 专职)

李晓平(专职)

委 员 ( 按姓氏笔画排列 )

l、功 富 方先知 毛青山 王志刚 邓三龙

丛培模石建辉龙晓华刘尧臣 刘事青

刘和生 刘宗林 刘明权朱建纲 许显辉

阳卫国 张， 千建; 张云英 张世平 张- 亦 贤

李 晖 李 舜 李大剑 李文才 李金冬

杨光荣 杨能文 肖 百灵 肖国安 肖策群

陈雪楚 陈献春周海兵 周符波周德睿

易千圭良 欧阳彪 郑建新段林毅 胡伟林

胡章胜 胡衡华 贺安杰 赵应云 徐克勤

徐湘平 谈文胜 谈敬纯 郭建群 常国 刚

童旭东 蒋益民谢建辉谢超英 詹晓安

樊剑峰燕为民 瞿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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