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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事祀与戎”。无财物，何以祀?乏财力，何以戎?财政对国家政权的

重要作用无庸质疑。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政事、人民。：’三者中，土地

是财富生成之基，人民是财富的创造者，政事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促进财富产生

并得到合理分配，保障社会各阶层的合理需求，从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与和谐。

同时，政务办理本身亦需凭借财力支持。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即是财富被

创造、分配和使用的历史。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作为一方之全史的地方志和部门(行业)之全史

的专业志，可以帮助我们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和源远流长的行业发展轨迹中

洞悉历史规律，把握事物本质，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趋利而避害，兴政以惠民。

修志读志，其意义不可小觑。

编史修志意在存史资治。修志乃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自先秦延及近代各

级方志记“财政”皆极简略，大率以“赋役”、“蠲政”为要，浮光掠影，粉饰太平，对

地方政府财政运作勾画粗略，后人读志往往难以解读其堂奥。修撰一定地域的

财政专志更为鲜见。竹山地方，或为国，或为郡，或为县，可以确考的历史已逾四

千年，其间时移势易，桑田沧海，撰修地方志只到近代方有成果面世，财政专志缺

如之憾则一直延续至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应撰修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县财政局成立领

导小组，抽调资深财政干部着手撰写《竹山县财政志》并形成部分卷次手稿。后

因诸多因素，致人员离散，志稿遗失，修志工作半途而废。其后，县财政局几届领

导班子数度组织人员撰修，终因各种困难而未果，志书修撰之难可见一斑。2002

年，张慧彬同志出任财政局长，思图有所兴作，于是统一领导班子成员思想，动员

全系统各方力量，延请县内修志行家于2003年春开始重修。2003年底，慧彬同

志赴竹溪履新，我继任局长，政务倥偬，席不暇暖。每思修志可上慰艰苦创业之

先辈，下惠继往开来之后世，系有益事业之善举，便不敢有所懈怠。于繁忙中竭

力督促局属各股室分头撰稿，局修志办集中总纂，班子成员尽力多方协调，戮力

同心，竭心尽智，参酌意见，排忧解难，凝百人心血，集文为卷，一部60余万字的

《竹山财政志》终于定稿待梓。此工告竣，有县财政局数届领导奠基于前，赖全县

财政系统各单位鼎力协作，仰仗县内外有关部门、人士的倾力支持，更依靠编纂

人员于汗牛充栋的档案中觅迹，在浩如烟海的书刊中寻踪，博采广集，辛勤笔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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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竹山县财政志

我恭逢其事并得以观成，实为幸事，无由擅其美、专其功，惟深怀谢忱而已。

“看似寻常最奇崛，诚如容易却艰辛”。编史修志非寝馈班马者实难有大成

就。《竹山县财政志》记述时跨一百余年，洋洋60万字，资料之搜罗，史实之考

证，结构之安排，文字之锤炼，皆非轻而易举而需耗费心力，限于客观条件及我辈

同仁的学养、才力，本志的疏漏以至错讹自然不免。惟望各方贤达指谬纠讹，不

吝批评。世间诸事，草创为难；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此后再修志书，当以此志为

藁矢，光大美善，摒弃粗陋，何患不能有佳志问世!

与新编县志记事时限吻合，《竹山县财政志》记事上自晚清同治年间，下迄

2003年。此一百余年，中国社会风云激荡，剧烈变革。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

后、改革开放新时期，财政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性质、内客、运

作方式、综合效应各不相同。一部县级财政志断难尽现和诠释其中的纷纭复杂。

但阅读志稿却可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执政者的财政政策J必须合民心、

顺民意、遂民愿、恤民瘼，并且契合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依赖并合

理利用一定地域的自然禀赋，方能使财力充裕，财富不断积累，财政对社会经济

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会财源枯竭，财力薄弱，财政成为“猛于虎”的

苛政殃民而祸国。

我们正处于深刻变革中的时代，新旧体制正在剧烈碰撞中此消彼长。审视

昨天，放眼未来，直面机遇，正视挑战，传承历史，开拓创新，需要我们有大智慧，

作大努力；摒弃传统财政，建立公共财政，需要我们有大勇气，下大决心。我们每

一个财政工作者使命在肩，责无旁贷。只要我们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的宗旨，弘扬“克已奉公，先忧后乐”的精神，坚持科学的发展现、政

绩观、社会观，我们便能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革故鼎新，成就前无古人的辉煌业

绩。

西哲有言：“读史使人明智”。伟人告诫：“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此类道理

知之不难。自觉地付诸实践却不易。愿全县财政干部将此志书常置案头，不为风

雅，而作镜鉴，则此志修撰适得其所。是为序。

华新宇

二oo四年孟秋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书，力求做到

求真存实，寓褒贬于事实之中。

二、本次是竹山县有史以来首次编修财政志，记事年限因受资料制约而无

法无限上溯，即遵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惯例，并考虑与新编县志记事

时限吻合，上起1865年(清同治四年)，下限断至2003年底(图片反映内容

结止2004年底)。

三、本志篇日采用篇、章、节、日、子目五个层次编写，运用述、记、

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按照“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的要

求，首列概述，述全书之大要；次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

的方法记载大事、要事；将建国前后分为上下两篇。在篇下按照事以类从的办

法平列各章，并在“章”前加无名小述(节、目、子目在各章下平列，宜多则

多，宜少则少)；最后以附录辑录相关的重要文件和本志的编修情况。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力求言简意明，记述精确，通俗易懂，图、表随文

字穿插于相关的章节之中。

五、本志以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加注朝代纪年。在记述

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或以后)，首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如

“建国前(或后)”。

六、本志计量单位和币制，建国前各个时期计量单位和币制原文照录；建

国后以“公斤”、“米”等公制计量单位和现行人民币为准。凡表示数量、百分

比、公元纪年的数字用阿拉伯字书写，小数点后一般只保留一位数，特殊情况

保留多位数。习惯用语、成语、专用名称中的数字、几分之几等用汉字。

七、称谓：地名一律用当时地名，对难以考证当时称谓的地名用志书下限

时的称谓；人名一律直呼其名；行政区划一律延用历史名称。专用名词在首次

出现时用全称，后用简称。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为“文化大革命”

或“文革”；“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为“一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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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各篇章中以事系人，记载人物用传、录(简介)、表三种形式。

人物略传以卒年先后排列，人物录按职务高低排列，人物表专列各个时期有文

件依据的股、室、所的主要负责人，不记副职。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县财政局各股室据档案《湖北省志·财政卷》、

《陕南财政志》、省市《财政年鉴》、《竹山县志·财政卷》、 《竹山县组织史》、

《竹山县税务志》、《竹山县金融志》、《竹山报》等书刊和县档案材料，县财政

系统老干部口碑材料及工作笔记为本志资料作了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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