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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儿私多‘闺粗乏
衡阳是我们的故乡，读故乡人纂修的故乡志倍觉亲切，但百二十万言之巨

制，卒读不易，故只能略观其概。作者嘱为作序，殊觉为难。’然乡人之嘱，情

不可却。现只就其荦荦大者，、胪陈数端，以就教于大方。。

纂修地方志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是一件弘扬民族优良传统、发扬民族

精神、实施国情地情教育的大事。我国有纂修地方志的优良文化传统，现存地

‘方志约有8900种，11万余卷，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宝贵史料，是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地情、进行国情教育的最好教材，

‘但1日时的地方志大都是晚清以前修的，而近数十年来我国各地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亟需重加审视和补充，方能更好地为我们今天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提供参考和借鉴。城北区党政领导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不惜重

金来修志，这实在是一件高瞻远瞩、富有战略眼光的重大举措，殊堪赞赏。

略览<城北区志>送审稿，我觉得它有三大特点：．

第一，在这部洋洋百二十万言的志书中，字里行间无处不闪耀着爱国主义

思想的光辉。书中不仅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

行，而且尽情的呕歌了无数抗日英雄可歌可泣的业绩。不仅歌颂了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战斗在平凡岗位上的模范，而且赞美了一批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

弄潮儿。无论写山川之灵秀，人物之俊杰；还是物产之丰富，风俗之变易，无

，不饱含着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

第二，乡土特色浓，是一幅地方风俗画的长卷。地方志不象通史，重在纵

向发展，而要纵横兼顾，涵盖一地的自然、社会、风土、人情。上自天文、气

候、下至山川、资源，包罗万象。为“一方之全史”。本志的作者较好地完成了

这一艰巨任务，把本志书的地方特色调得浓浓的。衡阳城北历史悠久，源远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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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数千年来，在此活动的历代名人众，’文物古迹多，而作者却把握城北区的

得天独厚的优势，浓墨重彩写了王船山曾在此从事活动的“石鼓书院”和革命

烈士夏明翰英勇就义的明翰公园。简捷明快地述说了历代圣贤名流吟诗作赋，

慷慨高歌之盛况。古今结合，为城北区志增添了亮丽色彩。本志在记述民俗习

风和趣闻轶事上，也显出其独有的乡土气味，沁人心脾o

第三。事理交融，可‘读性强。地方志一般都具有博而广，宠而杂，头绪纷

繁，门类复杂的特点，要把一部地方志写得清新可读，富有吸引力殊非易事。

本志的作者在存史方面不随声附和，不随波逐流，不唯上唯书，而是注意

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同时又注意对客观史实进行必

要的理性分析，让读者在阅读丰富真实的史料中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的必然规

律，启迪和开拓人们的思路和视野。此外，：作者在文字上也下了功夫，在以生

动的语言囊括各种地方性的重要事物的同时，还将诗词对联、民谚俚语穿插其

中．使之妙趣横生。

当然本书还不是尽善尽美之作；个别史料还欠充实，如对“文化革命”十

年的历史叙述得过于简略、抽象，对近二十年本地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

(包括在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风云人物)和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曲折、困难

(包括政治：社会生活中滋生的某些丑恶现象)，也颇觉疏略。

上述不足之处。虽存在于本书中，但仍然是瑕不掩玉，<城北区志>不愧是

一部资料翔实、篇目科学、体例一致、观点正确、特色鲜明、行文生动的好志

书．故特向读者推荐，并请指教。

马积高，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周道生。经济史专家、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教授。

2000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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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名蛳 ，搿柯
国家编史，地方修志，代代相承，由来久远。在跨越新世纪的岁月里，编

纂出版<城北区志>是城北区二件开创性的惠及当代、造福子孙的大好事。可

喜可贺!
·

城北历史悠久，素为衡阳行政“中枢”o自西汉始设县治至中华民国，历二

千春秋，州郡县署几经分合更替，治所未曾更异。且区位优越，交通便捷。“京

广”迎南北商贾，“湘桂”、“1814”送西东旅朋，蒸湘二水环绕，街巷宽敞井

然，历为湘南重镇，兵家必争要衢；更有景观胜迹诱人。衡阳八景，．境域有四。

“朱陵洞内诗千首”、“青草桥头酒百家”、“西湖夜放白莲花”、“石鼓江山锦绣

华”极言境域山水秀美、人文荟苹、商贾云集、风骚独领。

城北建区虽不足六十载，然区政区情区貌变化沧桑o 1995年与衡阳解放前

夕比，区域面积增加2．5倍，人口增加3．9倍；至于区政建设之成就，城区风

貌之焕新，工商贸易乏兴旺，文教科技之进步，居民生活之改善，皆有目共睹，

远非昔比。然无区志以载区情。有鉴于此。中共城北区委、城北区人民政府于

1996年7月决定编修<城北区志>。

“编史之难，莫过于志”，编纂地方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举凡自然环

境、政治、经济、文化，皆横列门类，纵述其历史现状。至于社会之重大变革，事

物之兴废盛衰，整治之得失利弊，人事之功过是非，皆秉笔直书，实属不易。由于

领导的重视、省市专家、学者的亲临指导，多方的襄助，志办编纂诸君殚精竭虑，广、

征博引，精编工订，孜孜以求，四易寒暑，千秋史业终于成编。在此，对编纂出版该

书给予支持关怀和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城北区志>是城北这一地域的一部资料文献、存史传世经典，是填补城北

区历史记载空白的精神产品。该书由概述、大事记、人物、丛录和专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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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23编、76章，计120万字。概述从宏观角度记述了城北近百年历史和现状；

大事记收录了自建区至1995年境内发生的800余宗大事要事；21编专志系统详

尽、真实地反映了境域的自然、人文、政治、经济、社会风貌；现代著名人物、

专家学者、省以上劳模、各时期烈士近千人或立传或简介或表录，以树明镜；

趣文胜迹、诗词楹联、风俗民谚，缀为丛录，既可诵读，又晓事理。地情、人

情、社情尽在书中。 ．

前人谓方志为“一方之全史”，今人称之为“地方的科学文献”，皆不为过o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o故方志具有经世致用、资治、教化、存史

之功能。我们这一代人要借助区志了解城北区的历史和现状，清醒地面向未来。

古人云：“入乡先问俗，从政先读志99，作为城北区人民的“父母官”，更加需要

了解城北区地方特色，体察社情民意，以便借鉴经验教训，科学预见未来，从

实决策当前。此外，该书对于社会各个层面的人们学习各行各业的知识、探索

城市区街工作规律、研究城市基层建设，都有很大的裨益。

愿城北人民承先启后，团结一致，开拓创新，奋发进取，把自己的家园建

设得更加美好、更加繁荣昌盛!

李远福．中共衡阳市城北区委书记。

邓柯，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政府区长。

200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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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城北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衡阳市城北区的自然、经济、政治、

文化等各方面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体裁，述、记、志、传、图、表、录并用。采用语体文和标准简

化字，个别地方沿用方言，只取字音，不取词义o<概述>以事系时，扼要记述

城北区的历史与现状，置于卷首，为全书之纲。<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以时系

事。为全书之经。

三、专志按编、章、节、目、子目层递编排，子目不标序号，仅以黑体字

领衔。横排门类，竖写事物，纵横结合，彰明因果，此乃全书之纬。记述内容

一以城北区管辖工作和事物为主，市属以上单位、部门工作及事物一般作背景资’，

料或简述或选介。

四、<人物>列第二十二编，先排传略，而后简介、表、录。传略主要以本

籍正面人物为主，但不排斥长期在城北区工作而又具重大影响的客籍人物(包

括表、录、简介)，以及阻碍社会进步的人物。不为生人立传是其原则，传的排

列以卒年为序，简介以生年为序，精取人物生平要事。表录归类，先列革命烈

士，依次为全国人大代表、模范人物、专业技术人员。烈士以卒年为序；人大

代表以担任届别先后为序；模范人物收录省以上颁奖先进人物，以所获荣誉称

号规格为序；专业技术人员以评聘职务高低为序，先正高而后副高。已入传或

简介。不再列表录。．

五、衡阳市1942年始置，同年设区o 1949年10月·8日为衡阳市解放之日。

三区、二区、水上区及郊区等称谓、编制和区域逐渐演变。1955年5月命名衡

阳市城北区至今。记述上，以今城北区为范围，使用称谓多为“境内”、 “境

域”，或用“城北”，历史分合演进，偶作照应。

六、全志上限一般起于1942年，少数上溯建市、区之前或事物的发端，下

限止于1995年，少数内容延至成书之日。 ．

七、计量，1949年9月30日以前，有旧制、有公制，1949年10月1日起，

按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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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字书写：1～5位数写绝对数，6位数以上以万为单位，有时也用绝对数

计。小数点后保留2位数。产值一般按当期不变价。

八、全志数据，一般以市、区统计局统计结果为准，统计局核定数据与单

位呈报数据差距较大时，报有关部门或单位领导核夺。凡公历世纪及中华民国

纪年、年代、‘年、月、日之记数均用阿拉伯数字；清朝及以前历史纪年，农历

年、月、日，不定数、次序：数字专门名称，军队番号，皆用汉文数字。

九、历史纪年，清朝及以前用帝号，中华民国用民国纪年，均于第一次出

现夹注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书中常见省略名称：将“衡阳市城北区”写成“城北区”。将“衡阳市

城北区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衡阳市城北区委员会”、“衡阳市城北区人民委

员会”、“衡阳市城北区革命委员会”、“衡阳市城北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衡阳市城北区委员会”、“中国共产党衡阳市城北

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别简称为“区委”、“区政府”、“区人委、“区革委”、“区

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区纪委”；叙述旧政权，仍用旧称谓。

十一、本志资料采用国家、省、市、区档案馆、图书馆和专著、。旧志、各

种报刊杂志以及口碑等，悉经反复核实。为省篇幅，不再注明出处。引文或在

文中夹注，或于页末注明o

十二、本志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本志设丛录为第二十三编，收专志不能

收录之资料。
、

十三、地点、机构、职官、党派名称均以当时称谓，不加褒贬。

十四、本区东、南域界明确，历来并无异议，西、北与郊区地域交错，历

来域界不清，故本志行政区域图西、北未标界线。本区所辖面积13．7平方公

里，为市府核定面积，各街道面积未包括郊区“农转非”划入境内的面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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