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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伯纯

人们说起株洲，多只是谈到它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其

实，株洲还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

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陵寝就在这里，“炎黄子孙，不忘

始祖"，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将铭记这片土地；在炎帝神农氏之

后五千多年，一代优秀的炎黄子孙——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在

这里举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星星之火从这里发展成燎

原之势，中国人民革命将铭记这片土地；还有那些颇具学术价

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那些精美无比的青铜器、石刻造像

等等，无一不闪耀着璀灿的光辉。我欣赏这种说法：株洲是年

轻的，这座城市和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同龄；株洲是古老

的，这片土地和我们民族始祖同在；株洲是光荣的，它和中国

人民革命风雨同行。

编写地方文物名胜志是向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

唯物主义教育的好方法。编写得好的地方文物名胜志，实质上

是一部好的教材，一册在手，可以历数本地的辉煌，一股豪情

便在胸中升起，而怎样让这些辉煌更加辉煌下去，怎样来创造

更多的辉煌，以写进明天的历史，我们便具有了历史的使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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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便意识到自己是历史与未来之间的桥梁：继承与发展，任

重而道远。

文物名胜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积累，是前人留给我们

的宝贵财富。文物是无法再生产的，损失了就不会再有，就是

永远的损失。因此，我们一定要十分注意爱护文物，保护文物。

文物工作是弘扬民族文化的工作，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工

作，我们的眼光一定要远大一点，一定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站

在民族的高度，站在未来的高度，来做好这项工作。

一个地方的文物名胜，展示着这一地区的文明的历程，

《株洲文物名胜志》为我们展示的株洲地区的文明历程是十分

灿烂的。我想，在我们伟大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株洲不过是小

一J、的“一片”，然而，就是这个小小“一片”上的灿烂，也足以引

我们为可爱的家乡，为可爱的祖国自豪了。

敬庄主编了《株洲文物名胜志》，嘱我作序。他在这方面颇

有一些研究，这本书也编得颇有特色，颇有文采，读后令人感

慨良多，于是，我就写了上面一些话，是为序。



编辑例言

编辑例言

一、本书宗旨：企盼编成株洲文物名胜大观，株洲文物名胜辞典，株

洲文物工作手册，株洲文物博物工作资料大全。
‘

二、本书断限：上起事物的发端，下迄1990年12月31日，个别条

目至1991年6月30日。
‘

三、本书注重资料性，知识性，可读性；行文强调有依据，有出处；文

字要求生动，不拘泥于某种语体。

四、本书设概述、章、节、目、条及附录、大事记。各章节根据情况需

要设定层次，不强求一律，有的节之下设目设条，有的节之下直接设条；

条下根据情况或设附录，或不设附录，一切按本书宗旨，从实际需要出

发。

五、本书遵循“不存不文，不名不文”的原则，并以文物为线索，介绍

一些名人在株洲的活动史料。凡文物史迹不存者，则不介绍。

六、本书“名胜”章内介绍了株洲境内五个名胜风景区，对区内名

胜、文物单位打破了类别界限，集中介绍，以便读者对该名胜区有全面

的了解。凡名胜风景区已介绍过的名胜、文物单位，其他章节内不再赘

述，亦不存目。

七、历史纪年：中华民国以前，采用各个朝代的纪年，夹注公元纪

年；民国时期，一般采用民国纪年，亦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计量：一律采用国际公制计量单位书写，如厘米、米；克、公斤；

公里等等。附录历史资料文献，则按原文书写，以存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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