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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郴县志》八经寒暑，六易纲目，四易志稿，筚路蓝缕，今

已出版。这是郴县历经2200余年沧桑的第一部县志。

勤劳、智慧、勇敢的郴县人民，为求生存、求发展，与天斗，

与地斗，与腐朽势力斗，推动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但鲜有记

载。其原因是：明洪武九年(1 376)至民国2年(191 3)，其间

537年，郴县省入郴州直隶州，无县建制，自无县志可言；民国

期间，县府曾议修志，议而未行。只在20世纪30年代，从清嘉

庆二十五年(1 820)《郴州总志》中选辑有关内容，印成《郴县县

志》，亦非独自编纂。1 926年起，郴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浴

血奋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

业绩和英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团结奋斗，励精图

治，改造山河，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实行改革开放，奋力开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古往今

来，郴县人民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造文明的业绩，应载入史

册。1986年夏，中共郴县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编纂县志的决



定，得到了全县人民的大力支持。全体修志人员身负重托，坚

持质量第一的思想，广征博采资料，埋头伏案，精心编纂。在

．“辛苦、艰苦、清苦’’的岗位上笔耕数年，终竞前人未竟之业。

《郴县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系统地记述郴

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特点鲜

明'l体例完备，文风端正，是一部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性
‘

著述，堪称一部“资治、教化、存史’’之书。它的问世，为郴县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了系
-

统的资料信息和有益的历史借鉴；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部内容丰富的乡土教材；给后世留下一

份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定将产生久远的社会效益。
8

郴县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存真求实，详今略古，全面系统

地记述郴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争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相统一。

2．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辅以

图、表、照片。专志设篇、章、节、目、子目5个层次。

3．时间断限：上限1 840年，但因事而异，有的亦上溯至

建置之始或事物发端；下限1 988年，有些事项延伸至成书

之日。

4．行文中的历史纪年，从古至清的朝代年号，先用汉文

数字书写，再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

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如系农历月日，用汉文数字书写；一页

之中连续出现的相近年代，不注明公元纪年；革命根据地苏

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5．各项统计数据，原则上依据县统计部门资料。如有所

缺，则用主管部门资料。数字书写以国家七部门《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则。工农业总产值、工业产

值、农业产值，除注明者外，均按1 980年不变价计算，其他



均为当年价。

6．计量单位，按各个时期习惯使用的名称书写，必要时，

作出公制或市制换算注释。新中国建立初期使用的人民币，均

换算成1955年3月发行的新人民币。

7．各个时期的党派、机构、职务、地名，均用当时名称

记述。使用古地名时，冠以朝代名称，并注明今地名。专用名

称，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以后则采用简称。

‘

8．生人不立传。入传者，不以职务级别而以其对郴县历

史的影响大小而定，以本籍为主，兼顾客籍，以卒年为序

排列。
。

9．全志所用资料来自各级档案、图书部门的藏籍、旧

志、正史、家谱、报章、刊物和专著，以及有关部门或当事人

提供的材料，已经考证鉴别，不另注出处。

1 o．本志一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以第三人称

彳己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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