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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去年JD月，我有幸担任中共怀化地委主要领导职务。上任之初，得悉
《坏化地区志》已经编就。粗阅部分志稿之后。获益非浅。掩卷沉思，感慨良

多。
、

一

怀化地处湘西，历史悠久，秦汉以来，不断有郡、州，府、道的建置。而

且山川钟秀，物产丰饶，交通水陆称便，真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千百年
来，勤劳勇敢、朴实刚强的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改造山河，开创
怀化文明史。解放以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谱写新的光辉篇章。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江山似锦，分外娇
娆。我来怀化工作后，亲历怀化地区巨大变化，目睹建设怀化众多风流人物，

感慨万千!新编《怀化地区志》如实地记述全区两千余年的历史和近几十年的

巨变，填补了中断100余年记载怀化历史的空白。这是一项告慰前人，有益今
人，惠及后人的大事。

修志之举，重在资治。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深刻体会到，要进行科学的决

策，加速怀化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必须深化对怀化区情的认识。这些年来，

我们在调查研究、认识区情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往往限于一个时期的单项
调查，缺乏系统性、综合性、整体性，认识就难于全面，工作就难免顾此失

彼。《怀化地区志》广征博采，熔铸百科，以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
法，对怀化地区的历史沿革、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土民情等作
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记载，为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怀化，实行正确决策，提供了
依据；为关心·坏化建设的四方人士，提供了资料。

我在祝贺《怀化地区志》问世之际，祝愿勤劳勇敢的怀化各族人民，在党
和政府领导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团结奋斗，再展宏图，
谱写壮丽新篇。

是为序。

中共怀化地委书记 杨泰波

1996年l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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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怀化地区志》付梓，这是全区各族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

事。在志书出版之际，遵编委会之嘱，草成下文，权当作序。

古之湘西虽然闭塞，修志事业却颇为兴旺。宋至清代，曾J彳修府志，●5
修州(厅)志，39修县志，记述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发展和社会风貌，具有珍

贵的历史价值。但无论在思想性和科学性方面，均未突破旧志窠臼。而《怀化

地区志》却以新的思想和方法为指导，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其思想性、资料

性、科学性都是旧志所不能比拟的。且在突出地方性和时代性上具有四个特

点：其一，志书编纂者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隐恶，．不谀美”，客

观地记述了怀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个方面，既记述成绩，也不回

避失误，既突出优势，也指出劣势；其二，志书注意经济内容的记述，浓墨重

彩地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怀化经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冲破旧志书重

人文、轻经济的藩篱，经济类JJ卷，篇幅约占全书近4D％；其三，志书在总

体设计上挣脱了旧志书的束缚，体例上有所创新，其中共产党卷、林业卷、民

族卷的设置，农业、工业卷中名优特产和重点企业简介等章节的安排，均充分
体现怀化地区的地方特点；其四，志书的下限，原定1985年，为了突出改

革、开放这一时代的特点，反映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新面貌，延至1990

年，有些还下伸至1997年。

志书的确称得上。地方之百科全书”，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一

卷在手，犹如“怀化”在胸，其价值和意义，毋庸美言。当政者，可以之为镜，
知交替，明兴亡，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把握怀化历史发展的脉络，客观

地、全面地认识怀化，避免因长官意志而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从怀化的实

际情况出发，科学地决策怀化的现在和未来；怀化人民可以之为师，陶冶情

操，淳化民风，发扬光大怀化儿女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光荣传统，精诚团

结，同心协力，为建设新怀化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撰修地方志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是一项浩繁的社会工程。《怀化地区

志》从拟订篇目、收集资料，到志书纂成，历经十载，五易篇目，四易其稿，

修志人员之艰辛自不必多言。除此之外，尚不知凝聚多少人的心血省地方志
编委会领导和专家的关怀、指导，兄弟地市的支持协作，本区各县(市)和地

直各部门及中央、省属驻怀各单位的鼎力相助，各族人民的殷切期望，无疑都

是志书成功的有利条件和强大动力。在此，我代表中共怀化地委、怀化行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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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有关心．支持本志的领导、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间、水平所限，书中错讹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

正乙

器茬鉴釜粼詈吴宗源怀化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兀m州、

1996年l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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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怀化地区志》历经十载编纂，于今问世，实为我区百年壮举，不朽业
绩。

盛世昌明，修志乃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境内早在宋代即撰有《辰
州图经》、《沅州图志》、《靖州图经》，历元、明、清，曾纂修、重修、续修府

志、州志、县志凡韶次。最后一部府志成书，迄今已123年；最后一部县志
亦有砸年。这段时间里，正是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时代；尤其是新中国成
立彳D多年来，怀化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一辈的艰苦创业，新一代的
开拓进取，丰功伟业，光昭日月。历史，理应记下这光辉的一页。数百年的修

志传统，如果断于我们这一代人之手，我们将愧对祖先，愧对后人1

1987年初，中共怀化地委、行署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组建了我区地

方志机构，地委副书记刘永寿担任首届编委会主任，开创了编纂社会主义一代

新志的艰巨工程。1990年由我继任编委会主任，并延聘原地委副书记余致韩
等为顾问，充实修志力量。几年来，在省地方志编委会的关怀指导下，经全体

同志的辛勤工作、不懈努力，新编《怀化地区志》终竟成功。谨此，我代表地
委、行署和地区地方志编委会，向为编纂地区志付出大量心血的全体编辑和工

作人员，向所有为地区志作出贡献的有关部门、同志及各方有识之士，表示衷
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怀化地区志》是一部长达近400万言的宏篇巨制。它纵贯古今，横及百

科，以正确的观点，翔实的资料，科学的态度，严谨的手法，全面、系统地记
述怀化的历史和现状，不仅填补了近百年史志资料的空白，而且反映了秦汉以

来的历史进程。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旧

史志资料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考证、筛选和整理，补其缺，弃其芜，纠其谬，存
其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它更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以浓笔重彩，着重记述

了怀化当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沧桑巨变，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多彩的历
史画卷。

这是一部古老的文明史。地区志把怀化的历史追溯到地老天荒的石器时
代。遍布境域的古文化遗址，琳琅满目的出土文物，表明我们的祖先曾以高度

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出足以使我们引为自豪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
是一部沾满血泪的苦难史。两千多年的漫漫长夜，艰难岁月，包含着多少忧
患，多少艰辛!历代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的歧视、奴役、压迫和剥削，逼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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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走投无路；各政治集团在境内展开的你争我夺的频繁战乱，人民惨遭屠戮；

加上连年的灾荒，饿殍载道，哀鸿遍野。历代怀化人民饱尝了战祸灾荒和颠沛

流离之苦。

这是一部英雄的革命史。从历代各族人民求生存、求发展而揭竿起义的刀

光剑影，到当代人民战争的隆隆炮声，怀化大地上英雄辈出，怀化人民谱写了

一曲曲英勇悲壮的战歌。展开志书，可以看到老一辈革命家黑夜中点燃的星星
火种；看到长征途中的中国工农红军金戈铁马，飞渡沅水，挺进贵州的威武队

列；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湘西，驰聘疆场，一举击溃国民党军队，解放湘

西各县，并剿灭百年匪患的战斗足迹，看到怀化儿女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动

人事迹⋯⋯。一代英雄人民，一部英雄史诗!

这是一部经济建设的发展史。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手工操作的制陶

业，人拉筐载的采矿业，“红星乱紫烟”的冶炼业，直到今天机械化、电气化的

现代工农业生产，志书以丰富的史料，可信的证据，系统而深刻地反映了怀化

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其中又以较大篇幅，记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性巨变，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山地适度规模经

营和综合开发，带来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五谷丰登，百业兴旺。千百年

来农民生活中最突出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部分农民开始走上富裕之

路。．工业生产蒸蒸日上，稳步发展。大、中、小企业，机声隆隆，溢金流彩。

新建成的凤滩水电厂、五强溪水电站，被誉为。湘西明珠”，为怀化经济和人民

生活带来了更为光辉的前景。乡村企业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方兴未艾。湘

黔，枝柳两铁路和209、319、320国道交织如网，车辆如梭，四通八达。怀化

大地上，到处响彻现代化节奏的时代乐章。
读史可以知古，更可以鉴今．新编《怀化地区志》为全区人民提供了一部

珍贵的历史教科书，为当代以至后世的领导者提供了进行正确决策的依据，为

各条战线的专业人员提供了进行科学研究的丰富资料，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

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件无价

之宝：它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振奋全区人民的革命精神，激发人们重新认识怀

化，热爱怀化，建设怀化，振兴怀化的壮志豪情。愿全区人民以史为鉴，不忘

过去，珍惜今天，放眼未来，沿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的社会主义航

向，为把我们的家乡和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团结奋斗，自强不息，锐

意进取，再展宏图!

中共怀化地委副书记

怀化地区政协工委主任 薛忠勇

怀化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1996年JD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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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

地记述本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j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

统。。 二‘ ：．
i

，-，，

断限 上限依掌握的资料而定，对各项事物的记述尽量追本溯，

源，志其发端。下限到1990年，，对有些连续性强需述明原委的大事、

要事则越限延伸至搁笔为止；，， 1J 。． ，一．，

记述范围 ．因行政区划屡有变动，记述范围以今政区内的人和事

为主，对于历史上曾属本区的人和事略记重点。 ，

内容一既全面记述，贯通古今，又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以新

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重点，摒弃旧志重

人文轻经济之弊，详细记述解放以来经济建设，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对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予以歌

颂，对正在探索中的问题，则持慎重态度。 ， ．一． ：．

体裁 采用述、记、志、传、图、表、考、录等形式，以志为‘

主。首设总述，统摄全志；、次列大事记，纵贯古今；中设专志，为志书．

主体；末辍丛录。 ，

“

。
! ，，．|√～。 ，

在各卷及大部分章前，冠以无题概述或小序，以综合归纳，提要钩

玄，或反映规律，彰明因果。

章法和文体 各类专志均以类系事，横排竖写，叙而不论。必要

的议论，则力求简明、自然，与史实的记述融为一体。文体，除引用古

籍外，一律采用语体文，力求严谨、简洁、规范。

纪年 以历代政权更替为依据，辛亥革命以前用当时朝代、帝

号、纪年，并夹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夏历采用

汉字书写，公历采用阿拉伯数码。。大事记一的历史纪年，为了便于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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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则先写公元纪年，再注明朝代年号。

人物 依志书通则，不为生人立传，对贡献大、影响面广的革

命烈士和已作古的英雄模范、知名人士及清正官吏等立传，以本籍为

主，兼传客籍人。对个别为历史唾弃的酷逆亦予立传，以警世人，教育

后人。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对在各项事业中成绩卓著，或有某种建

树，以及有代表性的一些生人，采用。以事系人一的方法，于有关章节予

以辑录。

简称 本区于1949年9月18日至J7D月解放，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基本同时，在划分新旧社会的用词上，统简称为“解放前力或

。解放后一。中共怀化地区委员会和怀化地区行政公署，简称。中共怀化

地委一、。怀化行署力。“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一，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标目中采用全

称：4如“××侗族自治县一；在行文中多采用简称：如。××县一。，。

数据 本志统计数字以地区统计局发布的为准，统计局缺失

的，则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均为1980年不变

价格(1990年的为1990年不变价格)，余多为当年价。

度量衡 除保留土地面积计量单位。亩一(市亩)，机械功率计量

单位。马力一和少数当时名称外，均采用现行的法定计量单位。货币，解

放前为当时使用的名称，解放后均为人民币，旧制人民币则加夹注。

资料 本志著录的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文献资料、历代旧

志、史书、族谱、报刊、专著、专业志，社会调查以及知情者、当事人

的回忆材料。编纂中设案卷以备查，成书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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