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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剥、凤鸣 卢建国

《武陵源区志》(以下简称《区志》)出版问世了，这是武陵源区的一

件大喜事。

古人云：“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区志》修成，对于

武陵源区的“资治、存史、教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区志》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它全面、准确、深刻、科学地

记载了武陵源区自然和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其他领域

的情况。这对于了解武陵源的区情和历史，对于教育青少年热爱祖国、热

爱家乡、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学习和继承前人艰苦奋斗、团结进步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一部很好的乡土教材。

当然，《区志》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志书对于建区初期的情况，

反映略欠详实。武陵源建区时间不长，许多人和事都还记忆犹新。但志书

不是回忆录，要求时间、地点、事件真实准确，不能凭印象，想当然。出

现这些不足，究其原因，一是当时筹建工作任务重，无暇顾及以后写志书

的事；二是当时抽调的同志重视档案工作的不多。没有原始的档案资料，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的同志，自然就无法补述了。然而，《区志》

在编修过程中，由于编辑工作人员认真负责，尊重史实，严格考证，并把

握志书的编写原则，在体例、文风方面，在突出本区地方特色和志书个性

等方面，还有许多成功之处。因此，《区志》不失为一本可读、可信和可

用的好志书。

作为曾经参加过武陵源区初期开发建设的老同志，我们一直关注着武

陵源区的发展变化。看到如今武陵源区各项事业正超常规高速度地发展，

感到无比欣慰。《区志》付梓之际，应《区志》编委会之邀，我们很高兴地

写下以上文字，权作为序。

(孙凤鸣系原中共张家界市委常委、

国系现任中共张家界市委常委、秘书长，

2005年10月

武陵源区工委第一任书记，卢建

武陵源区人民政府第一任区长。)



序
杜芳禄 许显辉

古人云：“盛世修志”。区志的首修，是武陵源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必然结果。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人类总是不断地在探索中总结，在总结中

前进。首修《武陵源区志》是对武陵源建区以来的历史发展的回顾和总结。

武陵源，作为“禹甸之灵境”、“赤县之奥区”，其山奇水异，谷深道险，

洞幽林密，鸟语花香，自古神秘莫测。建国前，由于地势偏僻，交通闭塞，

生产力低下；更兼官匪割据，虎豹横行，人民生活十分贫苦。但同时，武

陵源作为“天下第一奇山”，以其风光奇异，又成为历代文人雅士歌颂向往

的理想境地。早在唐代，李白有“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的向往，王维

有“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的追求。而把理想武陵源变为现实

武陵源的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

了武陵源。武陵源人民在解放思想寻找脱贫致富的路子中，发现了“旅游”

的魅力。知道了旅游资源的价值，懂得了依托旅游资源发展旅游经济，武

陵源才逐渐被世人认识、保护和利用。武陵源是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

耀邦题名，湖南省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1 988年5月，正式设立的县

级行政区。1 99 1年1 2月，武陵源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

一，1 992年1 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武陵源

是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第一批国家级地质公园、第一批AAAA级景

区和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历代名人雅士理想中的武陵源，现已成为举

世瞩目的旅游热点地区。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的美学价值、生态价值决定了其发展地位。

作为风景旅游区，旅游业是武陵源的主导产业，旅游是全区的中心工作。

我们本着“严格保护、统一管理、科学规划、永续利用”的原则，在严格保

护遗产资源的同时，对外猛促销，对内严管理，努力改善旅游基础设施，

不断提升旅游管理服务水平，促进了旅游经济快速健康发展。1988年，全

区工农业总产值200万元，财政收入323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720

万元，分属于大庸、桑植和慈利三县管理的张家界、天子山和索溪峪等三

个风景旅游区共接待游客1 35．77j人次，农民人均纯收入298元。1 997年以



后，全区旅游接待人次连续3年以每年1 00万人次的速度递增，财政收入实

现每3年翻一番。建区1 2年后的2000年，全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30489万元，

本级财政收入实现5738万元，完成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亿元，接待游客

366万人次，旅游收入1 3．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032元，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5203元。

武陵源自从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便标志着她不仅属于武陵源人民，也

属于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按照江泽民总书记“把张家界建设成为国

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的题词要求，武陵源正在努力实施“双遗产”战略(即

山上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山下建设未来的文化遗产)。近两年，已拆除了

山上2．5万平方米的建筑物，并投入500万元进行城镇建设规划修编。我们

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武陵源建设成为“生态原始，风格独特，布局合理，

设施配套，国际水准，高度文明，人人向往”的风景名胜区。

令人欣慰的是，武陵源发展到今天，又赶上了全国全省统修志书的难

得机遇。

我们已经、正在并继续致力于前人所从未做过的辉煌事业，而编修《武

陵源区志》则是这事业中的一部分。

江泽民同志说，“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

后世的千秋大业。”因此，本届区委、区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编修《武陵源

区志》这一重点文化建设工程，按照国务院关于“一纳入”(即把修志工作

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五到位”(即领导

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的要求，描调配备了

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和编辑队伍，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工作。现在，这个

工程终于大功告成了。

《武陵源区志》作为“一方之全史”，是一部记载武陵源区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习，

一应俱全的全面、系统、准确的社会大观的综录，是非常难得的珍贵史料。

一卷在手，区情区貌全知。我们相信，《武陵源区志》对人们了解武陵源、

宣传武陵源、管理武陵源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2005年10月

(杜芳禄系现任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原中共武陵源区委书记，

许显辉系现任中共武陵源区委书记、原武陵源区人民政府区长)



凡 例

一、《武陵源区志》(1 989"-'-"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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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书，

全面客观地记述武陵源12年间的发展变化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为1989年，根据志书需要，部分内容上溯到事情发端之

时，下限为2000年。

三、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及简介等体裁形式，志为主体，

专志按篇、章、节、目结构分层记述，共设1 8篇、6 1章、2 14节，计60余

万字。志前设概述、大事记，综述区情，纵记大事，后列附录，收录文献

资料。

四、本志突出武陵源地方特色，设地质地貌、自然地理和旅游专篇，

详述武陵源地质地貌成因、动植物资源和旅游资源，着力介绍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客观记述武陵源旅游业发展历史。

五、人物篇分为三部分。人物传，传主均系武陵源明清以来在政治、

文化、教育等方面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本籍人物，以生年先后为序。人物

简介，对现任师级以上人物、省部级以上劳模等本籍人物作简要介绍。人

物表，收录区内科级以上干部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名单，下限延

至2005年10月。

七、本志行文、数据、纪年均按国家统一规定，记述采用语体文。资

料来源于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及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统计数据以统计局

统计资料及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

八、政区名称均采用当时名称，采用历史名称时加括号注明现用名。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全书分别简称为“森林

公园"和“公园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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