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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有史，邑之有志，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记一方历

史沿革之要略。描山川地理之特征，述政治风云之变幻，表经济文化之盛衰，以明地情，观

兴废，见得失，资治教化，鉴古知今，其意义可谓重大而深远。 。
：

城步是一方古老而神奇的热土，河山毓秀，资源丰富，历史悠久，民风淳朴．早在新石

器时代，便有先民繁衍生息。在以后的社会演进变革中，在争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奋进中，更

涌现出几多风流俊杰，产生过几多惊天壮举。尤其是本世纪20年代以来，城步人民在中国共

。 产党的领导下，为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追，谋求自己的翻身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城步人民重整河山，艰苦创业，蹈砺前进，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民族进．

步等方面均描绘出异彩纷呈的画图一 ⋯

明弘治十七年(1504)城步建县以来，于明万历、清康熙、乾隆、同治年间曾四修县志．．

今欣逢盛世，中共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87年秋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事

机构，调集有识之士，动员各方力量，拨付专项资金，着手编纂一代新志。历经八载耕耘，多

番磨砺，备尝艰辛，终于付梓问世，可贺可喜。’ ·。

⋯
，‘

·一

·

新编《城步苗族自治县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租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广征博采，探本究源，力求删繁就简以昭重点，，详
“

异略同以彰特色，探规律于兴衰起伏之中，寓褒贬于史实记述之内，可谓一部纵贯古今、横

涉各业、全方位反映自治县县情的百科全书．在修志工作中，全体编修人员兢兢业业，辛勤

笔耕，乐于清苦，‘不计名利，默默奉献，圆满完成这一卷帙浩繁的系统文化工程。在此，。谨

向所有从事和关心、支持县志编纂工作的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l 。；． 一二
，

。一，．“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帮过去的成就，令人自豪，今后的任务，催人
奋进i再过几年，人类将进入21世纪。面临新的世纪，新的格局，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愿

’

全县人民从新编县志中获得启发，获得教益，获得激励，鉴往知来，承先启后，以改革开放 。．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加丰硕的成果，迎接新世纪的曙光l
‘： 一

。 ⋯．t ⋯． ；：_～ ．中共城步苗族自治县委书记刘国胜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陈庭宪
～

’，

。 1996年2月
“



凡例

一，本志封面简题<城步县志》，扉页题‘城步苗族自治县志》。， o。■
f， ●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

●’，
‘E 々T

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城步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

，．‘
．‘”

j
’

～
’

?’
’， ～{、

三’』本志记事，．’上限一般肇始于1840年，有关内容因事而异上溯建置之始或事物发端，
●

下限断至1989年，·当代职官下延至1993年．。i ，

、

·

7． ：；．· ．； 一i
●

弋四、本志体裁，述、记、志、传、录、图、表诸体并用，以志为主。按事以类从、类为
?

， 。一志的原则设置篇章，”分篇、章、节、’目4个基本层次。前冠概述、大事记，中设地理等24
·

： f f．．。 ．，T
。一‘

‘篇专志，后殿人物、附录，图、表穿插其问． ‘。

一_
．’

．
!

‘一’ 一? _i’ ¨‘“j、‘
‘

j； 五、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言必有据，据事直书．，；：． ．．一， 。
。

’

‘一 ^ ：f
l- 一 f r

_ 六、行文中地名、机构及职官名称均用事物发生时之称谓。有关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用‘
， ?： 。：

· 全称，后用简称。 ，’，’ |．，’广’一‘．’·' 。一，o一‘．
●

～’七、时间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新中国成立前，其历史纪年，先书朝代、年
：

．

-，

。

，
‘。：

。 ’号，苒括注公元纪年l，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

。

：n ，， ．： ， f

‘八，；’按生不立传的原则，只为已故人物立传．传主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亦

·收入少量反面人物I以城步籍为主，亦载部分长期活动在城步的有较大贡献或影响的客籍人
。

●

、 士。立传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健在人物只入表，录，或随志述之。，，。 o。12 1’、

‘?

。|九、本志数据，一般以县统计局数据为准，县统计局缺者，采用有关主管单位提供的数
，个

“

t，
p ： * 一

据。。历年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绝对数按当年价计算，增长的相对数按可比．
。 t ·

’

价计算。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照实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国家现行
”-

法定计量单位。

龟．。：；十、本志资料．多来源于有关档案、正史、旧志、谱牒、报刊、著作，以及实物印证、口

碑调查和有关人士的回忆资料：史料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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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地处湖南省西南边陲，沅江支流巫水上游，位于北纬25。58’"--26。42’，东

经109。58’"-'110。37’，东界新宁县，南邻广西资源县和龙胜各族自治县，西接绥宁县和通道侗

族自治县，北毗武冈县，总面积2647．07平方公里。县城儒林镇距省会长沙436公里(公路

里程)、。1989年末，全县辖5个区，2个区级镇，27个乡，1个乡级镇，10个国营农、林、牧，

渔场，272个行政村，8个居民委员会．共52868户，23．2874万人。有苗、汉、侗、瑶、回、

满、壮、，土家、布依、高山10个民族‘以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I：l的49．8％．

·～．城步境内崇山峻岭，溪河纵横，地势南高北低，南岭山脉绵亘南境，雪峰山脉耸峙东、西，

形成东、南、．．西三面层峦叠蟑，北面丘岗疏落，北部与中部连成狭长平缓地带。县内有1000

米以上的山峰657座，大小溪河816条．。全县平均海拔696．8米。县东二宝顶海拔2021米，

是县境最高峰，县西匡塘I：i海拔326米l为县境最低处。境内属中亚热带山地气候，’夏无酷

暑，冬少严寒，温和湿润i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6．1"C，无霜期271．天，降雨量1218．5毫

米t一般4～6月为雨季。“， ，|“ ：一￡。? o ，．’|．‘；：。 ，～；．?1

。，境内物产丰富，田产五谷杂粮，地蕴锰铁金钨，水生鳅鳝鱼鳖，山藏飞禽走兽。杉～，松、

杂木、楠竹、油桐、油茶、峒茶、生漆、板栗、柑桔、西瓜、天麻和茯苓均为大宗特产≯虎、

豹、水鹿、水獭、乌獐、黄麂、锦鸡、大鲵、石蛙、蛇类等野生动物林间、溪涧常见l金、银、

铜、铁、钨、锰、锌、硫铁、滑石、水晶、辉绿岩等矿藏贮量宏赡。大自然为城步造就了许
多奇山丽水。．诸如誉为。绿色王国”的沙角洞银杉自然保护区，号称。江南呼伦贝尔一的八

十里大南山，风光如画的十万古田，渊深壁峭的沉江山峡，悬练千尺的白水瀑布，竹茂林深

的凤凰佛山，千姿百态的白云溶洞，幽深莫测的东井龙潭，千回百转的铁坑幽谷，山水映趣

的城南巫江，历经沧桑的岩寨人工古杉群落，均系璀璨夺目、美不胜收的绚丽风光。多姿多

彩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构成前景广阔的旅游资源。 ，‘ ‘- 一
；

． {’‘ ：：‘。：“ ，

’|

·．；

、÷j
V一!一’ ’一 ．一(二)+： 、

、． ，．：

．j jj
。

：。¨， ，i ’ 一 ’·

．。

_j j’

城步自古为南楚与百越相交之域，武陵五溪蛮，莫徭、僚等先民生息繁衍于斯土，唐宋

以来逐渐演变为苗、侗，瑶等族。明代汉族大量迁入，同时迁入回族．清代迁入满族。新中

国成立后，或因工作，或因婚姻，或因移民，又有壮、土家、布依、．高山等族陆续迁入，形

r成以苗。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和睦共处的大家庭．。 -．．．‘，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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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美丽富饶的热土，养育了历代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早在隋唐时期，城步苗、侗、瑶

之韶民就在这里大面积开荒垦地，辟耕田园，并在生产斗争中创造出灿烂的民族文化。可是

径澍建社会里，这方土地上的各族劳动人民蒙受着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

和民族歧视，只好多僻居深山老林，栖棚忍饥度日．为反抗欺压，明清时期境内曾先后有蒙

能、李天保、李再万、蒲寅山、粟贤字、杨清保等少数民族首领率领苗、瑶、侗族同胞举行

起义斗争，给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大革命时期，城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轰轰

烈烈的农民运动，向地主恶霸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大扫地主阶级的威风。城步农民运动被

毛泽东记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4年秋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一方面军长

征经过城步的蓬洞、杨梅坳、汀坪、江头司、五团、丹I：I、南山：长安营、岩寨等地，沿途

播下革命火种，并留下许多革命文物，’至今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1945年春夏，日，

本侵略军侵扰城步县境，遭到境内军民的奋力抵抗和打击。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

放城步县，揭开城步历史崭新的一页．在解放战争、剿匪斗争、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还击战

争中，城步先后有数十名各族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巫水长流，黔峰仰止，历代民族英

雄和革命先烈彪炳史册。长活在城步人民的心中．； 。”。～， 、t·。7． ’。’、

一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城步各族人民深切关怀。1951年，中央民族访问团

访问城步。．1956年，国务院批准城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城步苗族自治县。：1989年，经。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颁布施行‘城步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在党和国家民
族政策的贯彻实施中，县内少数民族干部队伍逐渐成长壮大。自治县成立时，少数民族干部

只有222人，占全县各类干部总数的15．26％．至1989年，全县共有各类干部5000多人．其

中少数民族干部达1891人，为全县干部总数的36．8％。通过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

县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日益融洽．旧社会那种。河东苗侗河西汉，河水井水不相犯一的民族

隔阂彻底消除I。各族人民互相学习、彼此尊重、团结互助、和睦相处蔚然成风l各族同胞不

但密切交往，而且相互联姻。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受到尊重，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烘托着苗乡

侗寨的生活气氛。一日三餐的风味。油茶一，既是城步苗侗瑶胞的饮食嗜好，也是迎宾待客的

佳品．开歌堂、一对山歌、。吹木叶、奏芦笙、答花话、设卡子是山民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也

是青年男女传情播爱的媒介．白毛坪等地的。庆鼓堂一，五团等地的“打泥脚一，岩寨等地的’

。嘎友一，均为大型传统民族活动，融祭祀、交谊、娱乐于一体，既表达对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六畜兴旺、国泰民安的祝愿，又体现对民族团结和美好生活的追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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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城步是。九山半水半分田一的大山区．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闭塞，

丰富的自然资源未能开发利用，农业原始粗放，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经济长期处于自给

不足的封闭状态，非常贫穷和落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自治县成立以来，城步从县情实

际出发．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围绕大山做。文章一，．自然资源逐步得以开发利用，经济随之

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为自治县的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以山

区资源开发为基础的经济建设呈现鲜明的地方特色- s一， ．”，．t。!．·．一j．。|‘

’．；。林业成为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城步地理、气候条件得天独厚，林木生长繁茂。从

50年代开始，实行边采伐边迹地更新，同时利用宜林荒山大面积造林，至1989年。自然林和

人工林达185万亩，森林覆盖率为52．9％，活立木蓄积量489万立方米，活立竹(楠竹)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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