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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在闭塞的封建社会中，地情有较大的凝固

性，地方志作为地情信息的主要载体，在资治、存史，教化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功能．甚至成为

一地行政长官察情施政的主要依据。当今社会随着经济、文化的发达，地情变化的频率愈来愈

高，速度愈来愈快，而贮存和传递信息的手段亦愈来愈多，愈来愈巧，地方志资治、存史、教化的

功能似乎已相对减弱，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也显得似乎并不怎么重要，以至

有人对继续编纂地方志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实则一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及现代科学方法编纂出来、真正称得上。信史”的地方志，不仅其所保存的资料经过了历史的沉

淀和科学的筛选，具有更大的可靠性．而且内容贯通今古，包举百科，具有更高的系统性和全面

性l既可以为地方当政者提供大量可靠的基本地情资料，叉能揭示一个地方政治氇E济、文化、

社会诸方面历史发展的规律，便于当政者从宏观上掌握一个地方未来发展的趋势。对从事各行

业专门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来说，更是取用无穷的资料宝库。而在利用其作为向人们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教材时，往往能给人以特别的亲切感和现实感，从而更

容易被人接受，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大。这些都是其他地情资料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由此看来，

编修地方志这一优秀文化传统不仅不能丢弃，而且应当继续发扬光大。 ，

湘乡在秦代属湘南县，西汉为长沙王子封地，东汉建县，在湖南来说是开发较早的地方，解

放前是全省有数的几个大县之一。农业素称发达，至今仍是全省粮食与生猪生产的基地县。历

代人才辈出；蜀汉大司马蒋琬，元代文学家冯子振。清代桐城派古文大师、湘军首领曾国藩及大

批湘军将领，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湘军三台柱吴剑学、宋鹤庚、谢国光，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

红军著名将领黄公略，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蔡畅，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谭政，军事家睬

赓，文学家张天翼，著名国际诗人萧三，全国知名地理学家黄国璋等，他们在全国都曾有过一定

影响。湘乡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大革命时期湘乡是全省工农革命运动发展最迅猛的地

区之一，其后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湘乡人民都

曾作出过很大贡献。湘乡教育事业的发达从解放前起即已闻名全省，为国家输送了大批有用之

材。这些都大大提高了湘乡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度，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解放初期我有幸在湘乡参加了具有时代转折意义的革命和建设工作，因此对湘乡怀有特

别深厚的感情，前年10月欣然应邀参加了新编《湘乡县志》稿的评审会，在会上大家对志稿评

价很高，认为不仅观点正确，体倒完善，资料翔实，文风简练，突出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而且

在编纂上有所创新，尤能注重整体记述，做到有分有统，庞而不杂。我曾借此机会引用元代诗人

刘因写的《读史》：。记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I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希

望全省修志工作者注意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以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修好一代新方志。湘乡的

同志吸取了那次评稿会上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以一年的时间对志稿进行了认真修改，使志

稿质量提高了一大步。现在已经通过审定，即将付印。我为此感到特别欣慰，祝贺湘乡的同志



2 湘；县志

们圆满地完成了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工作，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对他们不懈追

求、精益求精的精神表示赞佩。

志书贵在应用，新《湘乡县志》对湘乡几千年兴衰起伏的历史作了较为正确的反映，对湘乡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发展的内因、外因及其相互消长变化的关系作了较为详尽的记

述，希望湘乡的党政领导和全市人民能从中寻找出历史发展的轨迹，我准继续前进的突破口，

充分利用已有的优势，更好地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把湘乡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文明、富强。

湘乡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及经济、文化状况在全省许多县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我希

望《湘乡县东》的出版与发行能对全省产生有益的影响。

· 作者景愿朝青省翻睿长·翻南宥地方毒编纂委员台曩阿．

刘亚南‘

1993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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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5000年前，湘乡先民即生栖勤垦在肥沃的涟水流域大地上。随着劳动生产的发展，

仓廪实、衣食足、文教兴，历代人才辈出，斐然称盛。人民于勤耕力织中，培育了坚毅果敢的优秀

品质，历代饱受官僚地主的盘剥，更形成反抗暴政和外来侵凌的革命传统。近百余年来，湘乡是

武装政治集团的湘军之发祥地，深深影响到全国文化和经济，又成为中国维新和革命运动策源

地之一。1949年9月湘多建立新政权后，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

项事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瞻望前景，不胜欣慰。湘乡县党政当局及社会贤达为了谱写先民

光辉业绩，昭往彰来，激励后昆乘胜前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了保存地方珍贵文

献，提供为政和科研借鉴，乃继承前人修志的优良传统，于1986年5月筹划新纂志乘。执笔之

士矢谨矢信，兢兢业业，历5年而新志稿成。1986年9月12日国务院明令湘乡撤县改市，因而

断限止于是年，是乃湘乡最后之县志，也为后修湘乡市志奠定了良好基础，盛事深堪庆幸I

《湘乡县志》参取古今人修志之法，更推陈出新，多有刨见。其书分专志与人物35卷，以总

述、大事记弁其首，附录殿之，体例完善，结构合理，归属恰当，观点正确，史料翔实．文字简净．

实事求是地突出了时代精神及地方特点，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阐明了其发展轨

迹与规律，不愧为有益当代，惠及后人的佳志。“总述”一卷总摄全志，综述地情，形同“志略”，简

要易览；湘乡堕粮、湘军等特点，鲜明突出，非同凡响。大事记仿“正史。本纪，为全书之经，一县

历代要事，显而毕见。湘乡在秦属湘南县，西汉为长沙王子昌封地，后汉置县，自是，分并不一。

1951年又分置双峰、涟源二县，由大县划为中县。新志记事，一依当时辖区为主，略同存异，不

遗不滥，亦为可取。史文有繁简，史事有烦省，《史通》论之详矣。今志虽详今略古，而事必溯古，

不失通与溥之义，庶免割断历史之讥。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弱而衰之端，实亦国人奋发图强之始。

新志记事即自1840年，具见史识。就“总述。以言，关于民国及新中国的论述占十之七，而民国

前2000年的论述仅占十之三，颇合史志详今略古之要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

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今设。生产关系变革”、“经济水平与结构”和“经济管理”三卷，在专

志中，又先地理后人文，先经济后政治，是合乎马列主义原则的。粮食管理古今异制，今立以粮

食卷，次于供销合作卷后，并分为粮食征收、粮油贸易、农村粮食分配和管理、粮油加工等章；于

征收章则列举清代的漕政、民国时期的田赋征实与新中国的公粮，是与当代新志的篇目安排迥

然不同，乃别具史法史识者。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大事，湘乡亦曾遭到敌军占领，肆虐蹂躏达

14个月之久。民众群起抗暴御侮，前仆后继，同德同心，终致胜利。今军事卷及附录俱详载之。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使乡人长存临渊履冰之戒，用意深远可嘉。唐人刘知几论史有三长：才、

学、识，学谓史学知识及史料。今书充分网罗了图籍、史志、档案、谱牒、报刊、文物、口碑。该志

采访所及，有台湾湘乡同乡会的文献资料，可见征集范围之广且博，今就所得文献，分析研究，

反复推敲，务实求真，通纂成文，其用力之勤，实有足多者。邑乘非示观美，贵求实用，所以储存

文献，备科研，资治道，培教化，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书中从自然环境到人物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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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无不留意于此．文教是立国之本，生产是民生国计之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全书于此

尤再三致意，言之綦详，如畜牧水产疫病之防治、林木之防火、防病虫害、水能利用、水土保持，

农机农具、机电工业以及科学技术全篇。都言之有物，切合应用。所论保护资源，推广新技术。扩

大经济收益之道以至经济管理，必将产生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方志之可贵，亦即在此。

总之，新《湘乡县志》优点甚多，具见特点。此志编纂可谓成功，推究致此之由，一为党政领

导的重视与大力支持；二为全县内外乡人及专家的协作；---为参加工作全体同仁的夜以继日地

辛勤采访、编纂，立言之功，实不可没。诚为向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

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珍贵乡土教材。

· 作者景中重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方毒学蠢

傅振伦+

1992年壬申岁初冬于北京时年八十七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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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编纂《湘乡县志》，是作为湘乡1986年十件大事之一提到!El程上来的，并列为七五计

划中的一个项目。自此，县志办和各专志办的机器已相继运转，前景颇为乐观。但要修好一部

新的县志，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认识和解决，以利于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信史”。现在，谈谈我个

人的理解和思考。

一、湘乡自古至今皆为大县，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资源丰富，交通便利。解放后城乡经济活

跃，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更是经济飞腾，人民心情舒畅。1986年9月12日国务院批准县改市

制，真可谓“天与人归”，为我们编纂新县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前人修志，后人续志，这是我们

的历史责任．湘乡自明成化年问开始，至清同治十三年(18"／4)，400余年间，陆续编纂过“部

县志，如果加上1959年纂修的《湘乡县志》(油印本初稿)，多达15部。这些县志，虽然大多迷失

无征，但“同治志”保存至今，弥足珍贵。1959年的县志初稿，尽管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有些观点

和数据都不准确，但也为我们保存了很多的史料，这都是很好的“物质基础”。现在编纂新县志，

我个人的理解应当突出一个“新”字。但这个。新”字却不是面壁虚构，异想天开。历史是不许篡

改的．我们在。新”字上下功夫，应当对历史作深层次的研究，拨开历史的迷雾，筛去历史的杂

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借鉴当代新的科学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之类)，找出历史发展

的内部规律，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就非“新”不可．不“新”不成。

以上只是抽象的概述，我不妨列举几件史实，略抒己见。太平天国起自广西，纵横江浙，但

它的劲敌却是湘军。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决斗中，湘乡不但出兵最多，甚至出现。子去父

归”、。兄亡弟继”的狂潮。过去史学家对于湘军的评价，都归之于曾国藩奉旨办团练，以及曾氏

的思想训练和“大掠数El”的治军方针。这些当然是其原因之一，但当时办团练的并非曾氏一

人，而且湘军创立前期，屡战屡败，伤死枕藉，以至。家家招魂”，何利可图?而从本质来说，农民

是“恋土重迁”的。湘军何以能够屡败不挫，赴死如归呢?我想，单纯归之于曾氏及其湘军领导

集团之力，过于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仍然是一种“英雄史观”，如果作深层次探索，“地方

性格”可说是它的真正动因。古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近人也有“无湘不成军”之说。当

然，这个楚湘并非专指湘乡人而言，但湘乡地处要冲，历来是四战之地，民性强悍果毅，这是不

可忽视的特征。证之以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湘乡又是其势最蓬勃的地区之一，湘乡出

了许多舍身取义的革命家。前后两者虽然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它所表现的“地方性格”则有其共

同之处，关键在于由谁来领导和引导。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t湘乡教育界出现了一批有志之士，如罗轴重、蒋显曾、胡仲敬、田伯刚

⋯⋯这一流人物，在当时都是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如果厕身官场，功名当可垂手而得。

但他们不慕荣利，志甘淡泊，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创办了驰誉全国全省的陶龛(当时被称为全国

· 奉文原厝‘美于编纂‘瑚多县毒'的思考，，瞥发表于I翻多史春连讯)1987年第3,4期合刊．经作者同意．以之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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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所模范小学之一)、春元等校。他们实行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等多种教育方法，培

育了大批人才。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这些人物的出现，除了当时风行的“教育救国”思想影

响之外，他们能够持之以恒，终生不懈，当与湘乡人的锐于用事、实干苦干的“地方性格”有密切

关系。也许就如鲁迅赞扬黄兴的“稍见其楚人之蛮性”。

说“新”其实也不算新。资产阶级学者早已注意“区域性格”的作用，不过，他们强调到了不

适当的地步。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书中，也具体研究过地域、环境对民族性

格的影响，他比较盎格鲁撤克逊、日尔曼、斯拉夫等民族性格的差异对经济、文化发展所产生的

影响，尽管也有偏颇之处，但基本上是符合唯物史观的。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我国修史纂志的传统，绵延数千年而至于今日。正史多至廿四部，方志简直看不完。除了

“鉴古知今”的优良传统以外，从宏观方面来看，主要反映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和

民族文化意识，表现出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以往有“盛世修志”的说法，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

面。历代衰世、乱世也是修史的。比如西晋是个短命的王朝，陈寿撰《三国志》。南朝宋代龟缩

一隅，而范哗修《后汉书》。元朝以异族入主中华，不习汉文，却也修了《宋史》。至于一个天崩地

裂、风云激变的时代，有心人惟恐史实湮灭，野史多如牛毛。就是湘乡的。万历志”，“同治志”，不

也是在风雨飘摇时期编纂的吗?今处盛世，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纵古观今。横联百

科，采用比较，筛选的方法，完全可以编纂一部面目一新的方志来，也可以对方志学作出新的贡
献。

二、。信史”之说，源于齐太史简、晋董狐笔，这是我国史志一个优良传统。史而不信，是谓诬

史。不过，以往的史志，总的说来，是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其立场、观点、方法，带有很大的

阶级局限性。但也必须看到，过去的史学家对于“信”字还是认真对待的。比如，明末农民起义，

无论正史、野史，都是站在敌视农民革命军的立场。但某些方面，他们也做到了“不饰不讳”、“秉

笔直书”。他们虽然称李自成为“流贼”，可对他个人品格却持肯定的态度。说李自成“性又澹泊、

食无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妪，不蓄奴仆”(《明史纪事本末·李自成之乱》)。“不好酒色，脱粟粗

粝，与下共甘苦”(《明史·李自成传》)。对起义军的严明纪律也能如实记载：。杀一人如杀我父，

淫一人如淫我母”(张岱《石匮书后集》卷66)。进攻开封又下严令，。窝铺内藏妇女者斩”(李光

懿：《守汴日记》)．他们的阶级偏见，并没有完全妨碍他们在“信”字上下工夫。

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我们曾经把党性、阶级性同历史的具体性、真实性对立起

来，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需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按照事物本来面目认识评价

事物，则划清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最后界线。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科学吃饭”。更不是靠弄虚作假吃饭。

当然，所谓历史的真实性——。信史”，并非无限制地“有闻必录”。宇宙间一切都有它的临

界线。史书无论以人叙事、以事见人，或者以史带论，都有一十观点、立场和方法的问题。最客

观的叙述，也不免烙上主体的印记。任何史料都忌堆砌，重筛选。筛选也就是去其杂质，还其本

来面目。真正做到不隐恶、不溢美、不牵强附会、不因人废言，功过是非，恰如其份。作者的立场、

史识，在历史的真实性中得以显现，斯则可谓信史。这就是个。分寸”的问题了。

这个“分寸”是比较难于掌握的。比如曾国藩这位近代史上显赫一时的历史人物既是镇压

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又是主持文运的学者，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这文、武两方面的事

业，我们既要看到它们的内在联系(封建意识是它们的思想内核)，又要看到它们所产生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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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果。两者既不可截然分割，又必须有所区别。如何描述评价曾国藩的一生，这就是一个

。分寸。的问题。掌握得好，即为。信史”}掌握不好，非“左”即。右”，这两者都是我们所不取的。

毛泽东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个突出的缺陷：“好的就是好的，一切皆好，坏的就是

坏的．一切皆坏。”这种形而上学的直线思维，往往会造成认识上的失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灵魂，就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地分析具

体圆题。也就是把一切人物、事件，限定于一定历史背景内，抓往某一阶段矛盾的特殊性。评价

其历史作用，这样庶几近乎真实了。

这当然不是背熟某些概念，拾掇一些名词可以解决的，有待我们修志实践中积累经验，把

理论学习和编纂实践紧紧结合起来，特别是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虚怀若谷地听取不同的意

见．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史料是在调查、研究、争鸣中得到充实、订正的。

作为县志编纂委员会的一员，我本着对县志负责的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孔之见，

供方志界同仁参考、指正。

我更满怀希望，吁请各级领导及编志人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求实之精神，收集史料，

筛选史料。并采取具体有力的措施，把编纂新县志作为。七五”计划中的一个重点项目，抓紧、抓

好，要如质如期完成县志编纂委员会分配的专志编纂任务。我坚信，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有益

当代、泽及后世的新县志，一定会在我们手里按质、按量完成问世。

· 作者1984～1990年任榴乡县长，湘多市恤，县春编摹委员台第一任主任委员

廖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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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

正当全市人民深入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阔步奔向小康的重

要时刻，一部洋洋35卷，150万言的新《湘乡县志》问世了。这项倾注了全体编审人员智慧和心

血的文化成果，不啻为填补一百多年来湘乡方志空白做了一件功德无量、流芳千古的大好事，

而且充分显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勤劳勇敢的湘乡人民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两项

成果一齐拿的豪迈气概。我谨代表中共湘乡市委向全体编审人员致以由衷的钦敬和谢忱。

前几届县(市)委为编纂新县志开了个好头。经四任县(市)委书记、三任县(市)长之手方定

稿付梓。我赴任时短，对市情知之不详；事务缠身，对市志工作顾而不周，只能I临刊聊表心迹。

盛世昌明，修志乃兴。近几届县(市)委加强了对县志工作的领导，确定一名常委自始

至终具体分管这项工作，陆续充实了编纂力量，设法解决了必须的经费，并动员各部门和湘

乡籍知名人士鼎力相助，才使得此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顺利告成，如愿以偿。修志涉及

面广，时限漫长，资料残缺，要求又高。没有一批敢于向历史和人民负责，且有“但蕴清香

不为私”的高尚节操和治学严谨的编审人员是断难完成的。六年来，虽然“志办”几经搬迁，

经费几遇短缺，但编审人员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矢志不移。这种实干加苦干的精神是我市

人民齐心拼搏的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值得宣传和弘扬。

湘乡历史悠久，境内有新石器晚期遗址、龙山文化和商周文化遗址。文化索称发达，自

三国蒋琬以降，人才辈出，于今尤盛。这里风光如画，气候宜人，素称富庶之乡，粮猪产量

跃于全国百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第一山”矿泉水等30多种名牌产品驰誉世界市场。古

县新市，沧桑巨变，其开放发展前景蔚为壮观。 ，

新编《湘乡县悫》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叙古今之

要，扬故土之美，表桑梓之杰，略古详今，立足当代，广征博采，精心甄别，集科学性、思

想性，资料性于一体，堪称地情资料的大汇编和。百科全书”。它的出版，对掌握市情、探求

规律、兴利除弊、科学决策、发挥优势、共荣湘乡，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这部鸿篇巨制包容了几代湘乡人的成功与挫折、悲愤与喜悦，展示了一条苦难而壮丽的

历程．唯有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湘乡人民才欣逢盛世，扬眉吐气，奋发

有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党有五好：有好的指导思想，有好的中坚，有大批的骨

干．有好的传统，有好的信赖党的人民。”这正是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实现宏伟蓝图的力量

和希望之所在。不晓国情，无以治国；不懂市情，岂可治市?期望全市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

领导干部要精读县志，以史为鉴，勤政为民f广大宣传和教育工作者要在通读方志的同时，将

其遴选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用以教育跨世纪的一代青少年。惟有知我湘乡才能爱

我湘乡，惟有爱我湘乡，才能谱写出更加惊天动地的绚丽史诗。

钟子才。

1993年3月8日

· 作者摹中共湘多市委书记．



例言

一、县内在明、清两代纂修过14届县志。本志有续有创，以创为

主，力求贯通古今。取事一般上限道光廿年(1840)，下限1986年底。

历史大事及其他某些事物，根据叙述需要突破上限，追溯更远。

二、县境屡经变易，传人志事，均以每个时期管辖范围为限，以

反映历史本来面貌。1949～1951年各项数据，除另有注明者外，均按

1951年析县后新县域坐实，以便于纵比。

三、本志采用一级平列的小篇结构。总述、大事记列为卷首，总

述以论带叙，力求统揽全局，反映历史的经验教训，成为全书之纲；大

事记纵贯古今，扼要记述县内大事、要事，力求简炼，成为全书之经；

中设专志35卷，按先地理后人文，先经济后政治次第排列，为全志之

纬。附录置于卷末，收录不便归类又有存史价值的资料。于经济诸卷

之首设《生产关系变革》卷及《经济水平与结构》卷，并以《经济管

理》卷殿后，总体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为经济工作宏观

调控提供系统资治资料。乡镇企业包罗百业，农业机械事业也涉及工

业、交通运输、贸易诸业，但均已自成系统，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

地位和广阔发展前景，故分别单独设卷，避免肢解。并在记述中突出

其特点部分，不与相关诸志重复。粮食关系国计民生甚大，不同于其

它商品，历代对粮食的控制不单采取贸易手段；供销合作社是农民集

股创办的一种新型事业，其地位和作用有别于国营与个体商业，亦分

别单卷记述，与商业并列。财政与税务、劳动人事与民事、卫生与体

育、方言与民俗，其内涵既相关联，又相区别，故在同卷中分列卷上、

卷下。《政党》卷以《中国共产党湘乡地方组织》为上卷，以突出党的

核心领导地位和业绩。《编纂著述》卷，根据已收集到的资料，收录县

内重要文献及县人主要著作书目，兼收外籍人士记述湘乡地情的著作，

虽多有遗漏，但聊备一格，有胜于无。《人物》卷中传记部分不分人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类别，均以卒年为序排列。传主以1840年来已故有影响的本籍人士为

主，兼收外籍在本县有重要活动者。囿于篇幅，古代人物一律不再立
传。

四、本志记、述、志、传、录五体分立，经纬相系，门类互联，图、

表一般附于各门类之中，文表互补，图文相彰。行文规范执行《湖南
省志编写行文通则》，以求统一。

五、除卷首、卷末及人物传录外，全志分179章、525节，子目以

黑体字标题，未冠序数，卷、章、节、目层次依据事物科学领属划分，

不按行政、事业单位级别排列，事以类从，类为一卷。某些因阶级属

性十分鲜明的事物，在处理纵横及归属关系上，不拘一格，或先纵后

横，或显事隐时。

六、本志所用数据，一般以县(市)统计局复核后的为准，县

(市)统计局未掌握的，采用主管单位数据。

七、本志资料来自省、地、市(县)档案资料、正史、旧志、家

(族)谱、报章、刊物和专著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均经考证鉴别，

二般不交代出处，不加注释。

八、在编纂本志书的同时，编纂出版了一套《湘乡市地方志丛

书》，以保存本志书因篇幅控制未能收录的重要史料，《丛书》中如有

个别史实与本志相悖者，以本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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