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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

j’^

一五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4年4月至1987年3月)

●

主 任：黄昌惠

副 主任：吴诗权 何春祥 伍清廉。 周绍全

委 员：张永渭 李子林 梅泉高 鲁国雄

严定贵 朱常扬 黄继石 向振东

许锡亭 陈绍生 张明华 刘学华

石鼎久 陈宇国 李永兴 胡衍林

章达选‘ 覃章条 袁大森 胡庆忠

周从炎 汤庭渭 l罗望卿I 邓绍芬

鲁大鹏 田尤松 胡德伦 钟嶙

李显华 杨汉民 黄绍友 危廷信

县志办公室主任：鲜于文新
。

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7年4月至1991年2月)

主任委员：文万照

副主任委员：吴诗权

黄昌惠

伍清廉

i广玲

樊群保

县长

县委副书记

副县长 i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县政协副主席

县人武部部长

刘传富

包士政

熊一士

王德政

杨远才物辽才

邹庆鼎

刘学政

鲜于文新



委 员：周祖登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余森林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I彭家清l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罗辉钧 县纪委副书记

阎昌凤 县政法委副书记

曹克选 县委农工部副部长

曾庆年 县经委副主任，

姚珍荣 县财办副主任

陈起美 县计委副主任

孔凡靖 县老区建设办主任

李永铸 县民政局局长

王安录 县档案局副局长

鲜于文新 县志办主任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三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i年3月20日)

文万照县长

赵举海 县委副书记

李先龙 副县长

周世祥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永渭 县政协副主席

樊群保县人武部部长

向家玉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周祖登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覃遵华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李子林 县纪委副书记

张其钦 县政法委副书记

l李道和l县农委副主任



赵凤武 县经委副主任

龚佑春。县财办副主任

陈起美 县计委副主任

姚珍荣县财政局局长 ．、

．伍远焕 县档案局局长

樊孝海 县志办主任

县志办公室主任：樊孝海(1989年2月任职)

副主任：旧 帅I(1989年5月任职)

增补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2年6月12日)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胡庆武 县委副书记

谭徽在 常务副县长

李克佑 县委组织部部长

王远腾 县人武部部长‘

蔡永强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梅泉高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I师 帅I县志办副主任兼县志主编

张德龙 县志副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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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金玉 肖长富

。张先超 张圣玉

李章校 李宏军

李宏如 季卫明

邹建华 苏新喜

杨昌新 陈维中

胡庆明 姜雪丽

郝警 徐建中

郭素兰 郭世簪

覃道宪 索建中

潘炳坤 戴丽娟

张海燕

李青云

李文才

汪西林

郑明军

陈志清

赵铁军

徐述敏

阎正罡

曾庆龙

戴安宁

张德龙

李传仕

李榴英

林建华

杨月明

胡厚卿

段旭东

聂友竹

黄 鑫

熊一士

张承嗣

李建中

李国良

陆一J、红

杨惠清

胡宗耘

周质彬

袁光炎

覃先明

简如冰

．}U
L|



序

本土属武陵山支脉，秦汉以降，历为附庸地。元末后，久隶容美

土司。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废土司立县，名长乐，因避闽地同讳，

民国三年(1914年)更名五峰。

五峰有志，．端见于清咸丰李焕春知长乐县事之时。同治、光绪年

间，两度续修，增记县衙主事官吏。嗣后，志局阒阖，县志断修，凡

百十余年。

．1984年，撤五峰县，建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是时，政通人和，百

业渐兴，修志理应沿传。次年七月，置编纂机构，即开志局。令各行

业，广觅文才，遍掘史料，独立成篇，经专班文贤，殚精竭虑，撮要

成集。

是志，坚持唯物史观，详今略古，上溯光绪元年(1875年)，迄于

1985年，集山JII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物掌故、百年历史之

大成，据实直书，以存历史之真容，为时代新方志使然。

展然新志，史述沧桑，百年变迁，谁主沉浮，致现地灵人杰，亦

知兴衰成败，以史为鉴，当绳其祖武，力扛稼穑，尽掘山水，鼎兴百

业，庶无负人民之重托。

展然新志，资治功用，益得方家鼎助，前后参编百余人-同心同

德，勤谨笔耕七年有余，三拟纲目，数正其稿，预期告竣。在此，谨

致衷心谢忱。
‘

展然新志，源流洗繁，客观考订，决非易事，疏漏之处，在所难

免。敬祈有识者教正，以期允称信史，明鉴当今及后人。

愿修志事业循次以继，恭书短笺以为序。

文万照

1991年10月8日

f∑。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记述自然、社会各项事物的历史与现状，并力图体现经

验，揭示教训，反映规律，垂鉴后人。

五峰为土家族自治县，为简便起见，本志定名为《五峰县志》。

2．本志取事，除概述、大事记、民族、附录等卷起于1735年止于

1990年外，其他卷起自光绪元年(1875)下限至1985年。为了记述完

整，少数内容上溯下延。

3．本志系纲目体。采用记、志、传、图、表、录，设29卷(另有

卷首的序、概述、大事记和卷末的附录)，事以类从，横排竖写。

4．本志除大事记及建置沿革、民俗等卷外，其余各卷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的部分，以无名小序扼要记述全貌，然后分目记其始末，

或条陈重点，均不议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5．本志纪年，清代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后均以公元纪年。行文中，凡农历年月日均以汉字标写。

6．人物卷，坚持生不立传，以本籍人物为主。凡女性和土家族加

注外，汉族和男性概不加注。
．

7．统计数据以1989年8月出版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国民经济

统计资料》为准，该资料尚缺的数据以部门志为依据。

8．本志资料采自省、地、县馆藏之档案、报刊、旧志、文件，普

查资料及口碑材料，均经核实，一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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