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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黄·春发_臾‘脊及

，竹溪县，地处鄂西北边陲，南依巴山，北靠秦岭，西控川陕，

东屏荆襄。‘为湖北省山区县之·。西汉置为武陵县，明成化置为

竹溪县。斗转星移，江山更代，几经省并，数易隶属，历时一千五

百余年。 ’

，境内群山环抱，巍峨峻秀，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具有繁荣经

济，富庶民生的自然优势。建国前，由于封建、半封建经济制度的

桎梏，经济衰退，民生凋敝。新中国成立后，竹溪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勤俭创业，使山区面貌焕然一

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竹溪人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

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沿着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发进取，锐意改革，务实创新，开拓前

进。各项事业兴旺发达，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

欣欣向荣的景象。值此盛世，纂修志书，发扬先人的美德，激励今

人的志气，启迪后人的才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实为顺时应势

利县利民之盛举。

新编《竹溪县志》，是本县第一部社会主义的志书。在纂修过

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辨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如实地录载了本县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展变化的历程；记述了各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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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各个部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变化的历

程。全志体例完备，资料翔实，详今略古，以今为主，谋篇布局合

理，行文言简意赅，是一部系统、充实、科学的“县情”书，也是

一部真实、生动的乡土教材。它有助于领导机关、各界人士、社会

有识之士了解“县情”，鉴古察今，探索规律，除弊兴利，更好的

为振兴竹溪经济献策献力，建功立业；有助于充分利用志书所提供

的“县情”，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继续发扬苦干实干的精神，综

合开发竹溪富有的生物资源，矿藏资源，水能资源，发挥优势，加

快改革开放步伐，为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而奋斗!

新编《竹溪县志》，由于有各级领导机关的重视和支持，有全

体修志人员的辛勤劳动，也有县内外老同志的无私奉献，可谓凝心

血于各卷，聚才智于一书。今得以成书付梓，实是来之匪易。它既

填补了本县百余年历史典籍的空白，也是竹溪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 ．

谨书数语为序，以示祝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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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日



序 言

。 杨根柱‘ ．，

t适逢竹溪人民为实现“八五”计划，十年规戈lI，向_小康"目

标奋进之际，7新编《竹溪县志》出版问世了。这项文化建设的系统

工程，是本县精神文化建设的成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竹溪的宏伟

事业中，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编史修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历代相袭。竹

溪自明成化建县，迄今五百余载，·先后在明嘉靖、清康熙、雍正、

乾隆、道光、同治年代，纂修和续修过《竹溪县志》。几经兵燹之

乱，现仅存道光、同治两种版本，为本县珍贵历史典籍。民国时期

曾多次动议修志，均因无成果而终止。

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党和国家逐步把编史

修志提到了议事日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政治

稳定，经济繁荣，全国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大好局面。在这种新形势

的推动下，《竹溪县志》的编纂工作得以顺利展开j经过十余个春

秋的辛勤笔耕，终成是书。· ，，

明代散文家唐荆川，在序《江阴县志》(今江苏省江阴县)中

说。邑之有志，如家之有籍，⋯⋯家之有籍，所以为生而非以观

美；邑之有志；本以经世而非以博物，则得之矣”!被视为纂修志

书之圭臬·新编《竹溪县志》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按照“新思

想、、新材料、新方法”的具体要求，把膏资治”、 “教育一的基本

3’



原则，贯串于各卷之中．记山脉而注重标明林木和物产；记河流而

详写水量与水力资源；记气候而录载了山区气候的特点与不同地

区的气候灾害。在农业卷，具体记载了本县农业耕作制度，栽培

技术选育良种等农业技术改革的措施和成效；林业、土特产卷，如

实地反映了本县群众性植树造林，与层层办场，建设林业、土特产

基地，发展林业、土特产生产的有效途径；水利、电力卷，揭示了

在水利、电力建设中的成效与失误，结合本县实际，采取引、蓄、提

三配套，灌溉、发电、养殖三结合，充分开发利用水资源与水力资

源的实践经验。在工业交通、财贸金融、科教文卫等卷，展现了事

物的历史与现状，揭示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中，将发挥可贵的“资治”作用。人物卷收录有何恐、何馥荪、何

立人兄弟三人，为无产阶级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

献身的革命气慨，人称“何氏三烈”。历史人物，有明代诤臣徐

成楚，其事迹被录入《中国人名大辞典》；处州府推官周清，清

代永定河东河总督李逢亨、户部郎中李昌平等，均为官廉明，勤于职

事，造福乡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有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有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

的人民战士：有勤劳苦干，敢于创新，卓有业绩的劳动模范；有为

科教文卫事业奋斗终生的专业工作者。今著于传述，上足以弘扬先

人，下足以教育当代。，垂训后世。一

新编《竹溪县志》，集“县情”与乡土教材于一书，为社会各

界人士了解县情，鉴古及今，抉择工作服务。今书虽成，但纰漏之

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一 ，

’：
，一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日， ／U，U - ’ ’，’ 。： ● 一



凡，‘‘．?例． 一．，

·．，本志沿用横分门类，纵记史实；事以类聚，类为一志；

详今略古，今为主体f综叙历史，分陈现状的体例编写名

二、’篇目按社会分工、经济性质设置。全志分设概述、大事

记、专志，人物传、附录五个部类。以卷为序，以事标目，卷下分

一，二、三，再分(一)、(二)、(三)；又分1二2、3．、

’4三，本志所载资料，’相对时间上限为1 8 6 7年(清同治六

年)，下限为l 9 8 5年·为保存史实，充分反映本县经济体制改

革的实际，部分资料从实予以上溯或下延。

四、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家、省、地、县档案馆、图书馆，有

的来源于口碑。重大事件注明出处，其余从略·

五、概述，为全志之纲，是县情之搿缩影”·起着搿管中窥豹∥

的作用，故列于卷首o’．

六，大事记，为金志之经。上限时间溯至l 4 6 5年(明成化

元年)。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结合编写，以反映事件的全过程·

七、经济建设，财贸金融，科教文卫等卷，冠以无题材小

序”，简介事物的历史和现状，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便于读者了

解事物的全过程。

八、政治运动，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精神为准则，在大事记中予以记载，各卷不再赘述。

九，人物卷，收录为l 9 8 5年前(含本年)去逝人物，以生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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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序，生卒年不详者，按其活动时期纳入适当位置，凡在社会各

历史时期，各个领域，有作为、有影响的竹溪籍人士，以及在本县有

作为、有影响的外籍人士，分别用传，录、表三种体裁，予以记述。

十、政党社团，政权，军事，财政税务，金融等卷，采用分

期体编写，以反映不同时期的史实。 ．

十一，．数据，以县计划委员会、县统计局数据为准。部门专用数

据，．口碑数据，不在此例．书写用阿拉伯字，并标明计算单位。

一十二、纪年，采用公元纪年，必要时注明民国与朝代纪年。

十三．’计量，按1 9 8 5年前国家规定的计量标准为依据·

十四一称谓，地名．．文献，专门用语，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

称，后文可用简称，并在括号中标明·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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