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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全面、

系统、准确地记述岳阳市政区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尽可能追溯事物发端，下限一般到1999年，概

述、大事记、人物传、领导人名录等内容适当延伸。坚持详近略远、

详市区略县区、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记述原则。

三、本志以1999年岳阳市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统一称。岳

阳”，或以。全境”，“境内”代称。不同时期、不同辖区的岳阳市，分

别指：1960年1月一1962年10月以岳阳县城关镇建立的岳阳市；

1975年12月一1983年6月的县级市；1983年7月一1986年1月的

省辖市，辖岳阳县、南、北、郊区及君山、建新农场；1986年2月撤

地并市，实行市管县体制。1964年9月设立岳阳专署，1983年7

月一1986年1月岳阳地、市分设，需分别记述其史实时，分别使用

。岳阳市”和“岳阳专署”、。岳阳地区”之名。为区别岳阳市与境内

其他县级市，本志行文中提到的市指岳阳市，汨罗市、临湘市则用

全称。“岳阳城区”系指岳阳楼区。 ．

四、清代及其以前采用各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

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动采用公元纪年外，其余均采用民国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凡。年代”前朱冠世纪者，

均指20世纪。

五、地名、机构、职官、党派名称均按当时称呼。不加褒贬。遇

古地名，加注今名或今属地域。



2 凡例

六、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采用有关

部门的数据。

七、计量，1949年9月30日以前，按各个时代通用的计量单位

书写；1949年lO月1日以后，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八、货币，1955年2月底以前的人民币值已换算成同年3月1

日发行的人民币币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则按当时的货币

记述。

九、本志以志为主，记、传、图、表、录诸体兼用。大体按综合、

政治、经济、文化顺序排列，平列设卷。卷下一般设章、节、目3个

层次。志首设总述，农业、工业、财贸设综述。卷首一般设概述，章

首一般设无题小序，以反映所记事物的整体性及相关联系。全志

分13册出版，为大32开本，各册由同类的专业志(卷)组成。

十、本志行文使用语体文、记述体、简化字，以第三人称记述。

十一、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对时间跨度大的事，辅以记事本

末体记述。

十二、《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标准以人物对社会

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为依据。收录对象以本籍为主，近、现代人物为

主，正面人物为主，以卒年为序。职官名录以任职先后为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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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据<左传>记述，早在战国时代，“楚子以驿至罗油”(今湘

阴县境)。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修建驿道，由北往南的主

干道从今湖北省蒲圻入境。经临湘、岳阳、泪罗贯穿全境至长

沙、衡阳等地。唐代实现以长安(今西安)为中心，与各州之间

的驿道相连。其中南路从长安经岳州至长沙抵广州。明、清时

期，驿道进一步完善、发展。境内兴修的驿道往东经平江县至江

西省修水；往西经华容县至安乡、澧县、石门等地。

民国时期。驿道已连通各县所辖集镇及人口稠密地区。成为

陆上人员来往、物资流通的主要道路。沿线农民在闲时用木质独

轮车或肩挑背负从事运输，渐次出现“车马行”、“脚夫”。从业

者成千上万。

水上运输，岳阳更具优势。春秋战国时期，屈原<涉江>中

的“乘舱船余上沅兮”就是水上运输的记载。秦汉时期，帆船成

为水上主要运输工具。汉代，蜀郡民间商贾顺长江而下，至洞庭

湖入湘江，过灵渠人珠江，将布匹和邛竹运销印度。唐代，经岳

州的船舶。旁通巴汉，前指闽越”，。控引河洛、兼包淮海”，“交

易往返，昧旦水日”。宋代，岳州开埠，成为水陆中转港口。北

宋建隆三年(962)于城陵矶设。巡检一员”专管水上运输。据

宋范致民<岳阳风土记》记述：境内华容“民皆以舟为居处”，

水上运输及渔、猎成为当地群众主要谋生手段。明代，城陵矶设

巡检司、水驿站，“商贾云集、樯桅如林”，一派繁荣景象。清光



4 交通卷

绪二十三年(1897)，湘鄂绅商成立由官督商办的鄂湘善后轮船

局，开辟岳阳至长沙轮船运输航线。光绪二十五年，岳州开埠设

关，城陵矶港成为湖南粮食、土特产品和外来食盐、工业品的水

陆集散港口。

民国初期开始修建铁路、公路。民国3年7月，在詹天佑督

办下，动工修建粤汉铁路岳阳段，7年9月建成通车。5年。开

始修建岳阳至长沙军用公路，16年，平江县政府截留田税、盐

税，着手修建平江至泪罗公路，与粤汉铁路衔接；同时，修建平

江至长沙公路。此后，湘阴、岳阳、华容县相继动工兴建公路。

23年4—10月，平江至汨罗、平江至长沙公路相继建成通车。25

年4月，粤汉铁路全线通车。27年冬，日军侵占临湘、岳阳后，

为侵略战争需要，强迫群众修建公路。年内，在临湘修通的有长

安至羊楼司16公里、长安至桃林21公里、桃林至汀家畈10公

里。境内其他公路，国民政府军为阻滞日军，奉命将其挖毁，亦

同时将铁路破坏，大型船舶炸沉，初步形成的铁路、公路、水路

交通枢纽毁于一旦。34年8月日本投降后，铁路草草修复维持

通车，公路仍处于瘫痪状态，交通运输仍是陆上靠驿道和铁路、

水上靠船运的格局。36年7月，湘阴至泪罗公路修建竣工，同

年11月1日。武昌至长沙公路全线恢复通车，境内平江段92．5

公里。国民政府军溃败时，曾企图破坏交通设施，加上社会经济

萧条，通货膨胀严重，民不聊生，交通运输业日渐凋零。至

1949年，境内仅有不能正常通车铁路163．5公里，勉强可通车公

路92．5公里，水上个体木帆船4195艘，载重2．6万吨，搬运装

卸由码头“箩行”把持。

1949年底，铁路经抢修恢复通车。1958年，粤汉铁路更名

为京广铁路，开始修建复线。1970年底武衡段竣工通车，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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