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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沉陵县麻溪铺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

着"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的原则突出资治、存史、教化

作用。

二、时间断限:上限不划一，自有史料记载起始，下

限统一断于 1987 年。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

史实。

三、志书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 7 种文体。

以志体为主。运用篇、章、节、目的结构形式。全志设 6 篇

33 章 143 节。

四、志书规范:一律按现代汉语规范要求，遵从地方

志编写的行文通则，统一全志语言、文字、标点。以语体文

述志。

五、志书篇首:设《概述》、《大事记)，纵叙大略，鸟瞰

全貌。

六、志书例外:以经济篇为重点，其中为体现区内特

色，某些类目在篇目上有升格之举。历次政治运动及得失

利弊散见于有关章节，不专设章节。民国期间及以前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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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月日依照旧资料仍为农历，不加翻改。

七、志书人物:人志者均为有社会影响的已故人物。在

世知名人士则采用以事叙人方法人志。

八、志书资料:来源于沉陵县档案馆、旧县(府)志、新编

地方专业志及有关书籍、报刊、杂志、口碑、实物等资料。



序

《麻溪铺区志》是一部 23 万字的区情著述。它广征博

采、熔铸百科、纵贯古今。它以正确的观点、翔实的资料、

科学的态度、严谨的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有史料记

载以来至 1987 年的麻溪铺区历史和现状。它为人们全面

系统地认识麻溪铺区，实行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为关心

麻溪铺区的人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

优秀志书。

《麻溪铺区志》虽小，"五脏俱全"。如果说县志是一部

恢宏巨著，则区志如一本乡土教材。形象地说，县志里有过

什么样的"雷"区志里就能看到怎样的"雨"。看县志能了

解一县之宏观全貌，看区志则能映衬出一区的生动具象。

所以把《沉陵县志》与《麻溪铺区志》对应品味，无疑是在享

受一桌极为丰盛的精神美餐。

编修《麻溪铺区志》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是

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它不能臆想，不能编造，不能用

各种修辞手法，既要有脉络又要有重点;既要观点正确，又

要秉笔直书;既要严格遵守体例又要具有可读性。《麻溪铺

区志》历经二十四载，数易其稿。身为公务员的主编当年仅

二十多岁，正是追求进步的黄金时代，却为修志事业而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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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名利、闭门谢客、苦读苦修，不知熬过多少孤独黄昏与深

夜。编修人员的奉献精神与艰辛清苦以及厚实的功底是志

书成功的基础所在。 各级领导的重视、业务部门的指导、各

单位的通力协作、各界热心人士的智慧与心血汇集都是志

书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此我要向所有的支持和关心者致

以最崇高的敬意。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愿所有关心原麻溪铺区的人们以及

原麻溪铺区人民以史为鉴，不忘过去、珍惜现在、放眼未

来，为把原麻溪铺区打造得更加美好而不懈奋斗!

张世雄

201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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