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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澧县修志领导和编辑、审稿小组成员名单

第一届(临澧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0年3月18日成立)

主任圆
副主任医圈连启发 季健志

．

委 员 尹洪安 张荣锦 肖祖泉 谭祖海 黄泽梅 -5增启 聂振邦

沈克容 邹高林 万方柏 熊淑华

第二届(征史修志委员会)

(1984年4月14日成立)

主任 孟宝生

副主任 邹启固 张元英 杜敦来 王子敬 张荣锦

委 员 郑文玉 沈克容 莫家财 汤显彩 王世友 张丕庆 黄泽梅

王克明 兰品仙 李士智 钟朝来 黎兴中 贾柏枝 徐远泉

第三届(初称征史修志委员会，后称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易湘域

张冠洲

王子敬

张丕庆

主任 李文耀

(1985年2月10日成立)

刘士六(1986年7月继任)

杜敦来 段国祥 张荣锦

郑文玉 莫家财 郭树林 刘定清 王承荣 王世友

张荣涛 钟朝来 兰品仙 王克明 黎兴中 徐光生

第四届(史志编纂委员会影

(1987年7月13日成立)



副主任

委员

顾问

张冠洲 詹 鸣 杜敦来 张荣锦

黄生昌 王承荣 苏绪波 章武森 江时林 蒋丙富 张希明

张荣涛 兰品仙 李望声 钟朝来 杨先治 黎兴中 徐光生

邹启固

第五届(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0年1月17日成立)

主任 李大伦

顾问 邹启固

副主任 段国祥 刘德亮 杜敦来 何贵福 张荣锦

委 员 黄生昌 郭树林 王承荣 徐肇明 苏德清 张荣涛 蒋祖绍

李望声 胡庭范 苏绪波 黎兴中 兰品仙 向金莲t-功元

临澧县史志办公室

主任 张荣锦

副主任 黎兴中 郭华占

成员 汪四清 罗安玲

． 《临澧县志》编辑小组

总编 杜敦来

副总编 张荣锦 黎兴中

编 辑 孙风帆 黄泽梅 唐长秋 谌光宿 颜允楚 彭隆治 祝自灼

汪四清

《临澧县志》审稿小组

组长 刘德亮

副组长 杜敦来(常务) 郭树林 张荣锦

成 员 黄生昌 莫家财 黎兴中 徐光厚 吴贵顺



常德市地方志编委会参加审稿成员名单

何星浦

伍顺生

魏胜权

彭受lj光

雷恭政

贵发新

张 军

肖宗荣

陈大雅

齐绍正

徐田葆

叶荣开

龚积刚

陈克鑫

李大年

俞鸿钧

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参加审稿成员名单

黄愿偿 刘泰耒 宋斐夫 钟汉章 王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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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临澧历史悠久。距今约10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群栖息，县境共发掘

旧石器、新石器遗址5l处。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当时的政治、经济、

文化已相当发达。九里楚墓群封堆高大而稠密，．属全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在这片土地上曾孕育了申鸣、宋玉、车允、李群玉、李充嗣、李

如圭、李应祥等一大批名臣武将和文人志士。

清雍正七年(1 729)，这里才开始建县，原名安福，民国3年

(191 4)改称临澧，迄今已有260年。历史上分别于道光三年(1 823)、

同治五年(1866)修成两部县志。第一部《安福县志》，历时五载，编

成32卷，合装6册；第二部县志为续修，历时两载，编成34卷，合

装12册。民国时期曾两次倡修县志，但有始无终，不了了之。

解放后，1959年4月，县档案馆向县委报送编写《临澧县志》的

报告及提纲，但无结果。1980年3月，正式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下

设编纂机构。1989年1 0月，编出《临澧县志》评议稿。l 990年3月，

召开《临澧县志》评议会，会后经再次修改补充，于1991年3月编纂

出临澧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送审稿)。

新编《}靥澧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时

十载，六订纲目，五易其稿，是一部结构严谨、内容充实、观点正确、

资料翔实、体例得当，既体现时代特色，又突出地方特点的较好志书；

与旧志相比，创新颇丰。续编的《安福县志》．，除序文、修辑姓氏、目

录、凡例、诏谕外，正文34卷，很多是连篇累牍，内容贫乏，真正关

系国计民生的问题，篇幅极少。新编《临澧县志》，正文22编，其中

经济8篇、38万字，占总数的38％，其他各编均有不少新举。如《人

物》编，注意立传人物的广泛性，汇集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不

同政治态度的代表性人物传，特别是大量增加推动社会进步、有突出

贡献的“小人物’’传记。《文化新闻》编，专列“主要著述"一节，记

载临澧籍人士在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方面的文化成果

及著述。《城乡建设》编，突出记述了蒋光业府第及蒋家坪花园，为省

志《城乡建设志》所重视。总之，新编的《临澧县志》是通贯古今，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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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继承，又有创新，具有，“存史、资政、教化"作用的时代新篇，是
精神文明建设的硕果。

认真阅读和研究新编《l临澧县志》， 将对临澧的过去和现状有

比较完整的认识，以更好地建设临澧、振兴临澧，慰藉先人，惠及后

代。对于散居全国各地的临澧籍党政军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其他

热爱临澧家乡的儿女们，新编《临澧县志》更是提供了一本难得的概

览故乡的“大全”，成为增强骨肉情谊、呼唤众乡亲为其贡献力量的羽
檄。

王孝忠 李大伦

1991年3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

寓论于事。

二、本志记事一般上起清雍正七年(1 729)建县，下互l 985年，

个别地方适当上溯下延。

三、本志结构，采用首列总述、大事记为经；中列经济、政治、文

化、人物各编为纬；末为后录，录入编志始末、重要文献辑存、在生

名人、民间传说、民歌、谚语、歇后语、对联集锦诸项。

四、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体为主，总述、

概述夹叙夹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与记事本末体相结

合；人物传用传记体；其余文字，皆采用语体文记叙体。

五、本志一般按事物类别设编、章、节、目，横排竖写。横排事

物时不受行政管理系统和不同政体的制约，同一事物+汇入同一章、节、

目中。

六、本志的称谓、时代、地名均按习惯称谓书写。中华民国以前

的时间，按习惯称谓书写朝代，后注公元年号；中华民国时期，除首

次用全称外，余皆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首次使用全称后，余

皆用“新中国建立后"、“解放后"称，概用公元年号纪年。人物一般

直书其姓名，少量的冠以职务。

七、本志所用面积、里程、度量衡、币值诸数据，如亩、里、斤、

担、丈(尺)等，凡未写上公里、公亩、公斤、公担、公尺的，均为

市制。币值除解放初期使用过的旧人民币和各期工农业总产值已经折

算外，概为当时币值。各种数据，多采用县统计局的资料，县统计局

数字经核对确有差错的采用对口单位的有关数据。县财政收支数，以

财政年度决算数为准。

八、本志入志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通则，以正面人物为主、

本籍人物为主、对历史有显著影响的人物为主，兼顾其他。人物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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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卒年先后为序。

九、本志所用资料，皆经过考证校核，以各种文书资料为主，口

碑资料、金石资料为辅。为节省篇幅，引用资料概不注明出处，个别
的加注脚。．

十、本志其他行文规则，按《湖南省志编写行文通则》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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瓢迎置路

操城之夜

朝塌街

中国锺行晦澧支行



称公安局

躲税携局

骶人民榱察院(夜景)

蒜人民法院

褓鄞雹大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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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蔑槭油料穗供站

髁震畿公司大楗

耕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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褓商棠城

工商行政管理局

晦澧第一市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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