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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衡阳市志》的出版，是近百年来衡阳文化建设的大事，可喜

可贺!

．，衡阳，古为三苗故地，距今7000余年；衡阳这座古老的历史

文化名城，亦有2000余年历史。这里，位居“蒸湘”，南及苍梧，

北通洞庭，IlI JII神奇秀美，古有“寰中佳丽’’之称。相传“雁不过

衡阳"，故衡阳城亦被称之为“雁城’’。这里，南岳衡山雄踞其中，

有“五岳独秀’’和“文明奥区’’之称；这里，“扼两广，锁荆吴’’，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曾顽强抗击敌寇，有“抗战名城”之

誉；这里，物产丰富，素称“江南粮仓”、“有色金属”和“非金

属"之乡；这里，代有名人，蔡伦、刘巴、王夫之、彭玉麟、唐群

英、夏明翰、罗荣桓等各领风骚，可谓地灵人杰之邦；这里，交通

发达，工商业繁荣，秦汉古道畅通，汉唐手工业已盛。宋、元、明、

清及至民国各代，衡阳历经沧桑。20年代初，毛泽东曾多次亲临衡

阳，点燃革命火种。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衡阳人民终于洗刷了

民族的耻辱，建设了美好的家园。

如今，衡阳市辖2市5县5区，方圆15，310平方公里，人口

680余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农业保

持全省的优势地位，正在向综合开发和产业化的深度发展；工业初

步建成以冶金、机械、化工、建材、轻工为支柱产业的现代工业基

地；水路、公路、铁路、航空形成连接祖国各地的立体交通运输网

络；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衡阳进一步发挥幅射粤、桂、黔、滇

等省的重要商业中心作用；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外向型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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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喜人；衡阳城区建设正在向新的目标迈进；“天下南岳”风景

名胜区和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正在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旅游和避

暑胜地，吸引着国内外众多游客的到来；城乡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一幅崭新的宏伟蓝图正展现在衡阳人民面前!

《衡阳市志》编纂过程中，得到衡阳历任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各

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方志界专家学者们的精心指导，特别是近千

名修志工作者辛勤耕耘，广征博采资料，精心优化篇目，认真进行

编写，历时12载，终于付梓。在此，让我们代表全市人民向支持

关心本届修志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以及默默奉献的全体修志人员

致以衷心的感谢!

《衡阳市志》全书460万言，纵贯古今，横陈百科，集政治、经

济、社会、人文于一体，观点正确，体例完备，文字精炼，资料翔

实，图文并茂，是衡阳迄今为止收录范围最广的百科全书，具有较

强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通读全志，纵可领略千百年来衡阳

历史的发展轨迹，横可知晓衡阳百业的盛衰缘由，不失为决策、育

人、存史之珍品。我们相信，《衡阳市志》必将成为一部经世致用

之作，成为全市人民继往开来的借鉴之书!

中共衡阳市委书记颜永盛

衡阳市人民政府市长陈安众

1998年4月3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遵循历史唯

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全面、系统、准确记述一个半世纪。

以来衡阳市政区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全志由总述、大事记、专志、人物传记等组成，按编、章、

节、目编排，分上、中、下三册编印出版。

三、本志记述断限，上起为1840年，下迄为1995年，个别专．

志或个别事物上溯至其发端。 ．

、四、本志以1995年衡阳市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使用称谓统

一称“衡阳"，或以“全境’’或“境内’’代称。凡使用这三种称谓

的，其范围包括所辖衡东、衡山、衡阳、祁东、常宁、耒阳、衡南

7县(市)和南岳区、江东区、城南区、城北区、市郊区。鉴于1983

年5月以前，衡阳地、市分设，需要侧重分别记述其史实时，则使

用“衡阳地区"和“衡阳市区"之名，“衡阳市区’’系指城南区、城

北区、江东区和郊区。 ·

五、历史纪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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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均采用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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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纪年，括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凡“年代”前未冠世纪者均指20世纪。

六、地名、机构、职官、党派名称均以当时称呼，不加褒贬。

遇古地名，加注今名或今属地域。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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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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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以后，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

位。

九、货币，1955年2月底以前的人民币币值已换算成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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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书写。

十、本志以志为主，述、记、传、图、表、录诸体兼用，以类

系事，以事系人，横排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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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略，生者不入。传主以本籍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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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述．，心、 心

衡阳市位于湖南省南部，湘江中游。战国属楚，秦属长沙郡，西汉初属长沙国，东

汉属长沙郡。三国吴分长沙郡为湘东郡与衡阳郡。隋废二郡置衡州，唐初沿袭不变。天

宝元年(742)改为衡阳郡，乾元元年(758)复称衡州。宋为衡州衡阳郡，元为衡州路，

明、清为衡州府。中华民国先后废府道存县。民国31年(1942)1月，析衡阳县城区及

城郊8乡设衡阳市，为省辖。1949年10月，衡阳全境解放，成立衡阳专区。衡阳市隶属

关系中经省辖、地管多次变更，1980年后再为省直辖。1983年撤销地区建置，实行市管

县体制。至1995年，衡阳市辖衡阳、衡南、衡山、衡东、祁东、常宁、末阳7县(市)

及南岳、城南、城北、江东、郊区5区95个镇、84个乡、21个街道。人口681．61万

(其中衡阳市城区人口70．21万)，主要为汉族，还有瑶族、壮族等40个少数民族。

衡阳地处东经111。327""113。167，北纬26洲7～27。28’。东西宽172公里，?南北长150

公里，面积1．531万平方公里。东邻株洲县、攸县、安仁县，南界桂阳县、永兴县、西

接永州市冷水滩区、祁阳县、东安县、邵阳县、邵东县，北连双峰县，湘潭县。地势从

西南向东北倾斜，除部分山地海拔1000米以上外，大部分为岗峦起伏的丘陵地，一般在

海拔50米至200米之间。大义山、阳明山、塔山延伸于南，南岳衡山亘于北，五峰山、

凤凰山立于东，四明山、岐山屏于西；湘江流贯全境，全长266．1公里，纳祁水i舂陵

水、耒水、蒸水、洙水等一级支流21条，二级支流155条，河网密度每平方公里为0．41

公里I衡阳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衡阳紊有“有色金属和非金属

之乡一之称，主要有铅、锌、锡、铜、锰、铀等有色金属及煤、高岭土、重晶石、钠长

石、岩盐等非金属矿藏；森林资源丰富，林地面积894．1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42．44％，

主要用材林有杉、松、樟、槐、枫、檀、楠等120多种，其中珍稀名木有47科、127种，

金钱松、摇钱树、银杏、绒毛皂荚为稀世之珍。

原始社会，传说三苗族与越族先民就在衡阳境内生息蕃滋。人们构木为巢，凿石制

具，作石斧、石凿、石磅、石耳吊环等农耕、渔猎工具，以泥沙作陶，烧制鼎、罐、坛、

盆、碟、釜等生活与生产用具 ：

殷商、西周之际，境内奴隶主役使奴隶种植稻、粱、菽、黍等农作物，实行。火耕

水耨”，农作物产量不断提高；先民即山炼铜，制作生产工具、生活器皿和祭器。至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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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境内在冶铜的基础上发展冶铁业。手工匠人用铁制作锄、番、馒、耒、钯、镰、斧、

锛等生产工具和箭、戟、镞等武器。金属器具的使用，使境内社会生产产生质的飞跃。

西周初期，楚君熊渠灭庸与扬越。境内越族被赶至东南沿海和岭南。至春秋末战国

初，楚国的版图便扩大到今湖南境，衡阳全境属楚国。汉至三国、魏晋南北朝，境内封

建经济形成并迅速发展。汉初，境内郡国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农作物产量比战国时提高

10余倍，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也逐渐兴旺发达。西汉中期至东汉初，境内郡、县实行奖励

农耕政策，大兴农田水利。桂阳郡太守谷昕率民开凿耒阳卢塘，灌田数千亩。东汉和帝

时，邑人蔡伦于元兴元年(105)发明的造纸术传至境内，耒阳、酃县、临蒸乃至泉陵各

县争先效法，以麻、破布、桔杆等纤维草木造纸，建造纸作坊数百个，年产纸万担，行

销外地。境内多矿藏。尤其是耒山铁矿富而质佳，民多采铁砂冶铁，获利甚巨。时朝廷

在桂阳郡设铁官经营铁业。桂阳郡太守卫飒上起铁官j罢斥私铸，岁入500余万铢。

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佛教先后传入衡阳境内。晋末，天师道道真施存、魏华

存(即魏夫人)、尹道全、徐灵期等传道于南岳。至萧齐，境内各郡、县遍设道教官、观，

一时人多诵《道德经》(即老子五千文)，胎息吐纳之风盛行。萧梁时，北齐僧惠海、希

遁、慧思先后来南岳，据山建寺。经过与道教的明争暗斗，佛教获胜，打破道教独占境

内名山胜地的一统天下。后经名僧慧思调处，佛、道二教始得和平共处，并存不息。至

陈末，境内有宫观寺庙141座，道真、僧尼千余人。

隋末战争，境内田土荒芜过半，肥田沃土艾蒿丛生。境内州、县实行让步政策，行

均田与租庸调法，减轻农民负担；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境内农业很快恢复、发展。至

玄宗开元盛世，境内有3．37万户，为贞观年间(627"-'649)的4．6倍，人口增加至19．92

万，为贞观年间的5．77倍。产粮达千万担，棉、茶、果、丝等全面发展。尤以茶、丝最

负盛名，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域、中亚等地。为此，朝廷在衡阳设立茶监、丝织监，收

购境内茶、丝。境内盛产砂金，衡阳县城(今衡阳市区)以西蒸水两岸数百十里盛产砂

金，采金者达万人，年产黄金10余两，全郡共贡麸金14两，并纳入年赋。衡阳县金兰

寺因产金而得名。 ．

两宋时，衡州城成为东联吴会，北通荆楚，南控岭南，西接黔滇川蜀的通衙，成为

南部中国商业贸易中心。城区街分经纬，道路宽敞，店列玑珠，铺呈锦绣。经济发展促

进文化繁荣，教育发达。宋时，境内的书院教育向为史家所称颂。一些著名学者、教育

家和开明的仕宦缙绅创办高、中、初级书院10余所。其中著名书院有石鼓书院、文定书

院、清献书院等。景祜二年(1035)，宋仁宗赐“石鼓书院”匾额，石鼓书院遂为天下四

大书院之一。南宋绍兴元年(1131)，著名学者、宝文阁直学士、福建崇安(今福安崇

安)人胡安国隐居南岳，筑南岳精舍，建春秋楼，修《春秋传》，传“春秋大义”，创湖

湘学派。其季子胡宏(号五峰)以南岳精舍建为文定(胡安国谥号)书院，传湖湘学，培

养湖湘子弟。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张械和抗元爱国将领、邑人李芾、赵方等皆为其高足。

湖湘学派世代相传，湖湘弟子满天下。

元亡明兴。衡州府受元末兵灾最重，户口由元中期的113，773户减少至45，123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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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60．19％；田地荒芜约一半，粮食总产不及战前的40％。太祖洪武年间(1368～

1398)，朝廷从江西东南地区和受战争影响较少、人口众多的四川移民约万户至衡州，增

加人口数万。加之散兵数千为农，并实行军垦，驻兵数千屯田，同时宽徭薄赋，扶助农

耕，境内农业恢复发展。至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境内稻田增至181万亩，粮食

产量达到545万担，比明初增加50％以上。农业的发展促进手工业、矿业、商业和文化

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明后期剥削惨重，朝廷除征收常赋外，还加征镇压农民起义的

“练饷”、“剿饷一和抗御山海关外清军的“辽饷”，繁重赋税，迫使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

丧失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沦为无产者；两工场、矿山主却积累起巨额的货币资本，发

展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采矿业。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130年是衡阳境内封建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特

别是康(熙)乾(隆)盛世，境内的农业、手工业、采矿业、商业贸易业极为发达．至

乾隆末年，境内户口达358，557户、2，357，233入，比明末清初，户口增加42．3％，人

口增加45％；田土增加36％，粮食总产量增加41．5％，达到I000万担。手工业、采矿

业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乾隆七年(1742)，常宁县水口山铅锌矿有800余洞，冶炼炉

900余座。祁阳清水塘铅锌矿(今属祁东县)有2000人开采铅锌矿砂，兼提炼白银、黄

金。境内纺织也很兴旺发达。仅衡阳县就有纺织作坊500多个，纺纱车1000多部，织布

机760多台，年织布2万多匹。

嘉庆至道光十九年(1839)的40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侵略深入衡

阳，境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尤其英国向境内输入鸦片，掠夺白银。境内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

道光二十年(1840)，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割地赔款，开埠通商。英

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衡阳境内输入鸦片，倾销商品。使境内的白银逐年外流，造成

银贵钱戏。农民卖农副产品得的是制钱(有孔铜钱)，而官府征收捐税却要白银。吸食鸦

片者须用白银赡买，因此，银价飞涨，制钱贬值，百姓大受其害。同时，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大量向境内输入洋纱、洋布、洋油、洋糖、洋棉花、洋面粉、洋五金制品等等，阻

碍民族经济的发展。尤其洋纱的输入，使境内的土纺织业破产。农民所种棉花卖不出去，

只得砍掉棉花种粮食。境内棉花种植面积由战前的10余万亩减少至2万亩。洋货的大量

输入，迫使境内手工业破产，工人失业。至光绪二十年(1894)，境内半殖民地、半封建

经济逐渐形成。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失败，境内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

进一步加深。日本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仅向境内大量输入鸦片和商品，而且向境内大

量输入资本办工厂、开矿山。利用境内廉价的劳力和廉价的原材料，生产出洋货，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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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境内城乡市场，剥削境内百姓，掠夺境内白银和矿山资源，迫使境内民族手工业、采

矿业纷纷破产。至光绪末年+(1900年左右)，境内手工业作坊倒闭停业1000多家，约占

境内全部手工业作坊65％以上，采煤、采铅锌、采铁等采矿业倒闭45％以上。幸存的厂、

矿也是度日艰难，惨淡经营。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境内人民贫穷、破产。人们仇视洋货，更加仇视无恶不作的

洋人，仇视为虎作伥的洋教会和洋人传教士。同治元年(1862)4月，衡阳、清泉二县民

众一举焚毁天主教堂，捣毁育婴堂、修道院、药械房，吓得意大利传教士逃往汉口。清

政府慑于帝国主义压力，修复教堂，赔款5000串，衡、清二县知县被革职。光绪二十六

年(1900)6月，意大利传教士董哲西企图强占江东岸沃洲扩建教堂，强迫洲上农民、渔

民、船民搬走。众人与之理论，被清泉县知县拘系数十人于狱中。之后，传教士又诱奸

女教徒。百姓愤怒捣毁黄沙湾天主教堂、育婴堂，’打死传教士董哲西。事发后，清廷屈

服于帝国主义压力，赔偿教会白银1．6万两，惩办反邪教首领，道、州官员革职，停止

衡州文武科考5年。

帝国主义的侵略使衡阳境内人民逐渐觉醒，一些有识之士，参加以孙中山为首的同

盟会，决心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辛亥革命

成功，清王朝统治被推翻。但是，清王朝的灭亡和共和政体的实行，并未改变境内半殖

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性质。随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同样迫使境内民族工商业破产。帝

国主义国家也并未因清王朝灭亡而放松对境内的经济侵略，反而企图进一步变衡阳全境

为殖民地。民国3年至7年(1914----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

争。境内一些有良知的官僚、缙绅和工商界开明人士，趁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对中国

经济侵略之机，筹资办工厂，开矿山，抵制洋商、洋厂、洋货，境内民族工商业便应运

发展起来，先后办起一批有一定规模的纺织、机器、电力、船舶、冶炼、矿山、瓷器等

工业企业，同时扩大煤矿、铁矿、铅锌矿、铜矿、金矿等矿山开采量。各县镇办起前店

后厂、工商合一的工场、作坊。民国4年(1915)，衡阳城区商人李俊卿、陈汝伯等4人

合股创办泰记电灯公司。民国7年正式开机发电，供市内照明。至民国8年(1919)，境

内有民族工商企业1000余家，资本达100余万银元，产品除境内自销外，还行销外省、

外埠，少数产品还打入国际市场。世界大战结束后，除战败的德国、奥地利外，西方主

要资本主义国家无不加入瓜分中国的行列。近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达到无以复加的疯狂

地步。境内刚刚发展起来的民族工商业受到沉重的打击，纷纷破产、倒闭，城乡市场洋

货充斥，资源被残酷掠夺，加之军阀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横征暴敛，境内人民陷入水

深火热之中。

民国6年(1917)，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民国9年

(1920)，邓中夏、何叔衡、李维汉、恽代英、李达、毛泽东、张秋人等革命活动家先后

多次到衡阳，传播马列主义，为衡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打下思想基础。接着革命青年夏

明翰、蒋先云、贺恕、陈为人等继新城端风团之后，组织湘南学生联合会。民国10年

(1921)，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两次来衡阳，组建衡阳地方党组织，先后建立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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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师范支部等4个支部(包括中共水口山支部)．民国13年(1924)以后，陆续建立

中共湘南地方执委、中共衡阳地方执委、衡山地方执委、末阳地方执委、常宁特别支部、

祁阳特别支部等党的组织。境内工人j农民在境内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夏明翰、蒋先云等党的负责人组织以工人、农民、学生为主体的“国货维持会”，查禁日

货，销毁鸦片，打击帝国主义倾销洋货，残酷剥削工人，掠夺原料的嚣张气焰。接着境

内中共地方组织又成功地领导水口山矿工人大罢工，创建岳北农工会，开展平粜、阻禁

谷米出境，实行减租减息，打击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和压迫。民国13年至16年

(1924～1927)，境内工农大众在境内中共地方组织领导下，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各

县农村，纷纷组织起农民协会。民国16年(1927)春，会员发展到200多万人。农会清

算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强迫土豪劣绅按一般粮价把囤积的粮食出售给缺粮农民；阻

禁粮食出境贩卖，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取消高利盘剥和苛捐杂税，清丈田亩，着手准备

土地改革。境内工农民革命运动沉重地打击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

的经济剥削。是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境内工农革命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工人、农民在

境内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下，走上武装革命道路，为建立革命政权，彻底摧毁半殖民地

半封建经济制度而英勇斗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一取得胜利，耒阳等地相继

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政权，制定《土地分配法》，实行插标分田，开展土地

革命．虽然插标分田存在严重问题，但它成为废除封建土地占有制的重要尝试，使中国

农民看到新民主主义的曙光。“湘南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后，衡阳境内重新沦为国民

党统治区。民国18年(1929)，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帝国主义对境内更加疯狂

地进行商品倾销。特别是美国以贷款给蒋介石政府的方式在境内推销其剩余的农副产品。

一时间，境内市场充斥美国面粉、美国棉花等。帝国主义由掠夺境内豆、茶为主的农副

产品转为掠夺境内桐油、铅、锌、锡等军用战略物资。还压低境内出口商品价格。增加

对境内资本输出。境内煤矿的56％、铁矿的61％、铅锌的45％为外资所控制。轻工业中，

境内纺织业纱绽的46．2％、线绽的67．4％、织布机的56．4％、卷烟业的95％均为外资

控翩。肥皂业几乎全为外资所垄断。湘江航运为日本船运业所独占。

国民政府同样对境内搜刮掠夺，征收繁苛的赋税。田赋比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大为增

加。田赋附加超过田赋的30倍，而且实行预征制，祁阳县(含今祁东县)竟预征20年

后的田赋。

民国26年(1937)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中原及沿海沦陷区工商业内迁。境

内为大后方重镇，迁衡工商业有8000余家；迁衡银行32家、金店35家，钱庄200多家，

衡阳成为仅次于重庆、昆明的第三大金融市场。衡阳城区人口由10万猛增至45万。民

国29年至32年(1940-一1943)，日军数度犯湘，进逼衡阳。迁衡的工商业纷纷转迁大西

南。衡阳工商市场顿呈萧条景象。民国33年(1944)6月，日本侵略者进犯衡阳。境内

军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抵抗，特别是城区军民浴血抗战47天，因弹尽援断而失败，衡阳全

境沦陷。民国34年(1945)8月，日军投降，境内光复。美国向衡阳城镇、农村大量倾

销商品，以“援助”、。救济”为名，向境内进行资本输出，几乎独占境内矿山、工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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