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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特色志丛书》总摩

。易介南

湖南乃天地钟灵之奥区 。 东连豫章 ， 西通黔蜀 ， 南翼岭粤 ， 北蔽荆襄 。 湘水

贯其中 ， 洞庭阻其外 ， 衡岳作镇 ， 四水为关 ， 五岭屏南，长江控北，古来称山川

独秀 ， 天下粮仓。 一万年前已产稻谷 ， 锦鸽储量犹冠寰中 。 种植养殖 ， 水产山珍 ，

称雄国中 。 宝观雄寺 ， 书院楼台 ， 董声海外。 侠炎帝迁湘 ， 大禹治夏 ， 代有柱石 ;

近代以降 ， 人才蔚起 ， 称羡九州 。 湖湘之杰特者 ， 何其多也。

时值全球化经济 ， 全媒体时代 ， 地方志视野需面向世界 ， 地方志功能须强化

传播。 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之 "让中华文明同世

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 ， 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

神动力 " (习近平 2014 年 3 月 27 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为使命 ，

2013 年以来 ， 我们在着力完成第二轮三级志书编修的同时 ， 特别启动了《湖南

省志(综合本) ~ ~光绪湖南通志点校》和《湖南省特色志丛书》三项工程。 湖

南特色 ， 即湖南之抽特、独有及独好之事物 。 湖南特色良多 ， 特色志编篡固难一

疏而就。 故取有计划、分批次编篡出版之方略。 因统一封面风格及版式编排规章 ，

使其分而为抽志 ， 合而为丛书 。

特色志编寨 ， 贵特不贵博 。 故凡例、设目 、 取材与编篡 ， 始终贯穿求特不求

全之原则 。 如名湖有政区领属 ， 则详湖不详区 ; 名山有教亦有农 ， 则儒释道从详 ，

而农桑种植从略。 一志有多个特色事物者 ， 特中之特者升格设目记述。 志中语言 ，

亦须求特。 须于真实准确之中见鲜活 ， 须在风光名胜之区见舰丽。 内容表达 ， 图

文并茂 ; 版式设计 ， 抓人眼球。 所有志书 ， 全彩印制 。 志书出版，须有光盘随属 。

纸质既出 ， 全媒体同步。 如此 ， 方可与时俱进 ， 彰显功能 ， 实现存史、资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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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及服务人类文明进步之宏愿 ， 达成记录湖南、史鉴湖南、宣传湖南 ， 并

打造好湖南名片之目的 。

首批特色志出版者 ， 有《岳阳楼志 þ <<洞庭湖志 þ ~炎帝陵志 þ ~舜帝陵志》

《南岳衡山志>) ~岳麓山风景名胜志 þ <<武陵源志 þ ~劝山志》等 ， 皆从 "特"

字出发而搜材编集成书 。 尔后出版者尚多 ， 如水志、山志、祠志、寺庙道观志、

书院志、洞志、物产志等等 。 编篡特色志丛书 ， 既应时代与人民之需 ， 亦系我们

首开风气。 一如举烛行路 ， 探石过河 ， 首批特色志虽宗旨鲜明、例则有定 ， 但在

过程与细节中 ， 仍有诸多不足。 诚祈方家同道惠赐教言 ， 以为后续之鉴 。 此后丛

书中各志 ， 当加强培训与评审验收 ， 力求尽可能完善 ， 积极打造名志与佳志 ， 让

其成为湖南联通全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

20 1 6 年 9 月

(作者系湖南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编辑说明

一、本志以湖泊自然水体为主要记述对象 ， 分为自然、水利、经济、人文社

会四大部类 ， 包括水域范围的地质构造、湖泊演变、堤境洲 i难、水文、资源、水

利建设、防汛抢险、农业、渔业和水产、林业、水上交通、生态、人口、神话、

名胜、地名、民俗、血吸虫防治、诗文、湖区边界勘定与调整、洞庭湖研究等内

容。 自然、水利为记述重点，经济次之，人文社会又次之。 在继承道光《洞庭湖

志 》 的传统基础上 ， 突出新编 《 洞庭湖志 》 作为自然实体志的特色 。

二、洞庭湖形成至今，湖体水域范围曾多次急剧变迁 。 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水

域 ， 一般根据较为确切的文献史料记载和最新研究成果予以认定。 某一具体时期

内的水域因存在不同说法尚难作出定论的 ， 采取众说并存的办法处理 。

三、洞庭湖、洞庭湖区是属于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 洞庭湖指丰

水期间水面所能覆盖的水体区域。 洞庭湖区则既包含历史概念 ， 又包括现实认知

习惯 ， 泛指荆江以南 ， 以长江南干堤为界 ， 包括湘、资、玩、遭四水尾间的广大

平原、湖泊水网地区 ， 也包括不属于洞庭湖水系 ， 属于长江水系并位于长江南岸

的部分流域地区 ， 如黄盖湖水系等区域。 历史时期的概念为 : 明清时期由长沙府、

岳州府、常德府 、 遭州、|直隶 3H 所辖各县、卫所以及荆州府所辖荆南县境组成。 主

体县为 : 巴陵、华容、湘阴、益阳、龙阳、武陵、玩江、安乡、石首、公安、松 001 

滋 1 1 县 。 从明清往上湖 ， 依此类推。 现今洞庭湖区的范围包括长沙、湘潭、株洲、

岳阳、常德、益阳和湖北省荆州 7 市 ， 所辖县、市、区为 : 岳阳县、湘阴县、华

容县、临湘市、泪罗市、云溪区、君山区、岳阳楼区、汉寿县、安乡县、遭县、

津市市、武陵区、鼎城区、南县、桃江县、玩江市、资阳区、赫山区、望城区、

石首市、松滋市、公安县，以及荆州区弥市镇。 长沙、湘潭、株洲 3 市城区按湖

南省水利部门统计堤境数据习惯纳入这一区域。 滨湖县 、 平湖区、纯湖区、环湖

区等概念均在此范围内 ， 在相关内容中说明 。 涉及堤境内容 ， 沿用湖南省水利部

门的习惯统计方法 ， 将桃源、临遭、长沙、宁乡、湘潭、株洲 6 县和长沙、株洲、

湘潭 3 市城区范围内堤境和城镇防洪纳入湖区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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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志记述时间范围不作硬性规定。 原则上追至事物发端，下限一般可根

据资料占有情况延至 2009 年 。 记载水体包括湖泊、水道、水文等内容，资料应

尽量下延，以完整、系统反映三峡库区蓄水 1 75 米后的实际情况。 经济、人文社

会部类内容不强求一致。

002 五、经济、人文社会部类的数据统计采用两种方式 : 一是计入包括长沙、株

洲、湘潭、荆州 4 市 ， 二是可以不包括以上 4 市 ， 但均需注明 ， 做到科学、准确 。

荆州市所辖 2 市 l 县 l 镇相关数据 ， 原则上计入洞庭湖区总数据。 特殊情况可

作变通处理 ， 如资料缺乏来源时 ， 在相应内容内作出说明 。 石首市江北部分无法

区分数据分际时，可用全市总数计入。 荆州区弥市镇数据 ， 可以灵活掌握，有统

计数据可以入志的 ， 在相关内容中加注说明 。 涉及湖域、境田等数据单位时 ， 保

留亩、万亩等单位 ， 一是尊重历史与现实习惯 ， 另一方面可以照顾到思维惯性，

如万亩、十万亩堤境 ， 千亩、万亩以上湖泊 ， 一般不换算成平方公里、平方千米、

公顷、千公顷等单位。

六、本志图照由地图、照片组成 ， 是直观形象反映湖泊主体、湖区社会事物

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 因为种种原因，湖志总编室没有条件一一制作和拍摄。

除一部分是由主要作者提供外 ， 其他图照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天下洞庭》、湖

南美术出版社《天下洞庭湖~ {湖南湿地~ {华容》等出版物 ， 本志地图全部来

自湖南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洞庭湖历史变迁地图集》一书，在此一并致谢 ! 本书

部分图片作者不明 ， 请作者见书后函告 ， 以便奉寄薄酬 。

七、李跃龙主编的《洞庭湖志 》 于 20 1 3 年 7 月由湖南人民版社出版 ， 这次

经过修订 ， 纳入湖南省特色志丛书重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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