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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全面、

系统、准确地记述岳阳市政区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尽可能追溯事物发端，下限一般到1999年，概

述、大事记、人物传、领导人名录等内容适当延伸。坚持详近略远、

详市区略县区、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记述原则。

三、本志以1999年岳阳市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统一称“岳

阳”，或以“全境”，“境内”代称。不同时期、不同辖区的岳阳市，分

别指：1960年1月一1962年10月以岳阳县城关镇建立的岳阳市；

1975年12月一1983年6月的县级市；1983年7月一1986年1月的

省辖市，辖岳阳县、南、北、郊区及君山、建新农场；1986年2月撤

地并市，实行市管县体制。1964年9月设立岳阳专署，1983年7

月一1986年1月岳阳地、市分设，需分别记述其史实时，分别使用

“岳阳市”和“岳阳专署”、“岳阳地区”之名。为区别岳阳市与境内

其他县级市，本志行文中提到的市指岳阳市，汨罗市、临湘市则用

全称。“岳阳城区”系指岳阳楼区。

四、清代及其以前采用各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

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动采用公元纪年外，其余均采用民国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凡“年代”前未冠世纪者，

均指20世纪。’

五、地名、机构、职官、党派名称均按当时称呼，不加褒贬。遇

古地名，加注今名或今属地域。
’



2 凡例

六、数据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统计部门没有的，采用有关

部门的数据。

七、计量，1949年9月30日以前，按各个时代通用的计量单位

书写；1949年10月1日以后，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八、货币，1955年2月底以前的人民币值巳换算成同年3月1

日发行的人民币币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则按当时的货币

记述。

九、本志以志为主，记、传、图、表、录诸体兼用。大体按综合、

政治、经济、文化顺序排列，平列设卷。卷下一般设章、节、目3个

层次。志首设总述，农业、工业、财贸设综述。卷首一般设概述，章

首一般设无题小序，以反映所记事物的整体性及相关联系。全志

分13册出版，为大32开本，各册由同类的专业志(卷)组成。

十、本志行文使用语体文、记述体、简化字，以第三人称记述。

十一、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对时阅跨度大的事，辅以记事本

束体记述。

十二、《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收录标准以人物对社会

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为依据。收录对象以本籍为主，近、现代人物为

主，正面人物为主，以卒年为序。职官名录以任职先后为序．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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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自古为楚文化腹地，文化教育源远流长。北宋仁宗庆历

六年(1046)创岳州府学，湘阴、平江、华容、巴陵、临湘先后设置县

学。北宋大中祥符年间设立汨罗书院，以后，府、县书院次第设立。

明、清两代为科举而办有府学、县学、书院、经馆，两朝共培养进士

190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后。书院先后

改为学堂。私立学堂纷纷创办。至宣统三年(191i)，境内有中学

堂3所，公、私立小学堂44所。1
’

岳阳开埠后，外国传教士开始在境内建立学堂。自光绪二十七

年起，美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的传教士在各县办教会小学24所。

还办过湖滨大学。教会办学在客观上传授了现代科学知识，促进了

中西文化的交流。民国时期，学堂改称学校。国民革命军进入岳阳

后，农会以庙祠等公产办学，教育事业得到发展。各县开办师范班、

师范讲习所，还办有女子职业学校。民国24年，开始实施短期义务

教育。27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岳阳、临湘，发生了湘北4次会战。学

校或被破坏、或被占据，但中、小学教育仍在千难万险中得到坚持、

恢复和发展。29年，实行“政教合一”、“管、教、养、卫合一!tl,U儿童教

育与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合一”的办法。规定保设国民学校1所，乡

(镇)设中心国民学校1所。至1949年下期，境内有幼儿园1所；小

学2684所，学生86847人；公、私立中学14所，学生2486人；简易师

范1所；初级女子职业学校2所。共有教师4023人。
’

1949年7月，岳阳和平解放。在百废待举时刻。长沙专署(当

时设岳阳)即制订出<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废除民国时期的教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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