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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张 顺 生

’县政协三胞联谊民族宗教文史委员会主编的《祁

阳文史资料》第十一辑付梓，即将与广大读者和政协

委员见面。

这一辑文史资料，我们采用的是县委调研委员黄

承先编著的《祁阳之最》。这是一部独具特色很有价值

的文史资料。它既有资料性、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可

读性o +．

初看《祁阳之最》这书名，可能有些人不以为然，

认为一个县有什么“之最”可编可写的呢?待静下心

来，认真读完此书以后，才发现我们祁阳历史悠久，山

川灵秀，人文蔚起，特产丰富，确确实实有许多“之最”

值得大书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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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资料，来源广阔。所辑1000余例“之最”，有

些是从祁阳古藉搜出，这些资料一般人很难获得，故

而充满神秘感；有些著例，是新《县志》内容的精选，可

证可信；有些著例，由县内有关单位提供资料，新鲜生

动；还有些著例，是从报刊上辑录或作者从自己工作

笔记中整理而成。滴水成河，殊不容易。有人誉此书为

“祁阳的小百科全书”，询不为过。，

读完这辑文史资料，对于我们了解祁阳的政治、

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教育⋯⋯诸多方面，一定会很

有帮助，很有裨益，从而激发祁阳人民更加热爱家乡，

献身家乡，豪情满怀地迈进2l世纪，将2538平方公

里的祁阳建设得更加灿烂辉煌。

一九九九年十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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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置‘ ·

。

人类在祁阳活动最早时期
约在几万年前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祁阳境域就有人类

活动。1985年，零陵地区和祁阳文物工作者，在下马渡寨子
脑、扬名山、书家铺和肖家村晒禾坪等地。挖掘了多处古文化
遗址，发现有打制、打制和磨制相问的石器(石斧、石凿、石刀、
石球等)，考证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的文物，说明
祁阳很早就属于开化地区。

祁阳建县最早年代
祁阳建县很早，是个古县。一说是民国《祁阳县志》载：

“孙亮太平二年(257)，分泉陵立祁阳、永昌。”另一说是始建于
三国东吴孙皓元兴元年至灭纪四年(264—280)．从泉陵县析
出。清同治《祁阳县志》载：“吴主皓分零陵南郡为始安，北郡
为邵阳零陵郡，统县十一。始置祁阳，次于郡之首邑。其城以
祁山之阳得名。”(此处祁山指祁东、衡南县交界之歧山，又名
祁山。孙皓，孙权之孙，孙和之子。东吴末帝，在位17年。)当
时境域限于清江流域和湘江以南的部分地区及今衡南县一部
分地方。

祁阳的最早归属
黄帝时，“划野分州，祁为湘上游”；舜帝时为“荆州南境”；

春秋时(公元前770年一前476年)“祁为楚南境”；秦时为“长
沙郡内之地”；汉时(公元前202年一220年)为“零陵郡泉陵侯
国”(县)。 、．

隶属衡阳最早时期
祁阳自建县至民国初年，向属零陵、永州。1914年至

1922年属衡阳道(辖衡永郴)。解放初属永州、零陵专区。
1952年11月后属湘南行政区(辖衡零郴)。1954年7月属衡
阳专区(地区)。至1983年6月复归零陵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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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入祁阳的县
永昌县。清同治《祁阳县志》载：“永昌县之名，始于三国

吴主皓。至隋．省应阳、永昌、祁阳入零陵。唐武德四年
(621)，析零陵，复置祁阳，而永昌遂废。其永昌旧境仍隶祁
阳。”《一统志》云：“废永昌在祁阳县北六十里，今之砖塘，其故
址也。”《湖南古今地名辞典》(1993年12月版)载：“永昌县，三
国吴析泉陵县置。属零陵郡。辖境相当今祁东、祁阳县地(一
部分)。治所在今祁东县砖塘(烟合岭)。”

建县时间最短的县
192_7年，湖南省政府为“剿匪”需要，将阳明山区及周围

地区(祁阳县的九牛坝、长吉山、花筵江，零陵县的罗峒、甘溪
园、蔗塘、宁远县的龙潜：凤凰、石溪、桐梓，新田县的凌家源、
马江源，桂阳县的白水山峒，常宁县的洋泉、五峒等)合为阳明
县，县政府初设石鼓源，1929年移至白果市。欧冠曾任县长。
1931年改为阳明特区，设行署于石鼓源，同年废，所辖地区归
还原建置。

‘

最早的县城
祁阳建县后的第一个县城在今祁东县金兰桥镇新桥村。

该地背依山岗，前临平原，南侧有余溪水(白河)通过，面积约
5万平方米。经两晋、南北朝、隋，至唐武德四年(621)，约450
多年。现该地有城墙口、城脚塘、铺子甸、辖神庙、常登第(“墙
脚底”的雅称)等遗称。

时间最长的县城
隋开皇九年(589)，省并州县，祁阳并入零陵县。唐武德

四年(621)，复置祁阳县，设治所于老山湾的茶园(今属茅竹
镇)，面积约50亩左右。未设城廓。后来在该地挖出不少古
陶片、瓷片、瓦片。因地处湘江岸边，地势较低，常被水淹。明
景泰三年(1452)“巡抚李实请于朝”，迁“东北高阜”(即今县
城)。故县址经历8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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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得最好的县城
、

今县城。已有500多年历史。始筑土城墙。继筑砖石墙。
有2条大街，4条小街。明崇祯十三年(1640)改筑石城墙，立
6门，1694年扩至9里3分。当时有大街16，小街5。民国十
九年用青石铺街，以方位命名街道(如北正街，南长街等)，有
大街33，小街8，园6。解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
县城建设迅速，面积由几平方公里扩至近20平方公里，布局
科学，设施配套，管理严密，已成为全省最大最好的县城之一。

县域面积最大的时期
’

唐武德四年(621)永昌县并入祁阳县后，县域面积最大。
约3800平方公里。清同治县志载：“南北袤一百三十里，东西
广一百九十里。”四至抵界是：自县城起“东至常宁县土坡石壕
界，一百里；东北至排山驿界。一百零三里；南至零陵县黄公岭
界，三十五里；西南至东安县李家桥界，九十里；西至邵阳县洞
田铺界，一百二十里；北至衡阳县画鼓岭界，九十里。”此县域
直至1952年4月与祁东分县前未变。

见诸文字最早的乡名
地方行政组织自建县始即称乡、里。清朝前的乡名及范

围资料缺失。康熙三十五年时(1696)定为16乡，即：方廓乡
(县治厢)、上祁阳乡、下祁阳乡、上和平乡、下和平乡(均在县
治东)、上归阳乡、下归阳乡(均在县治东南)、普乐乡、兴庆乡、
新化乡(均在县治南)、永丰乡、上文明乡、下文明乡(均在县治
北)、、永隆乡、太平乡、永昌乡(均在县治西北)。清康熙四十
二年改乡为都．每都辖lO区，共160区。

设区最早的时期
民国十八年，倡行地方自治，祁阳县改民国初年所设的

39个团防局为6个自治区和39个自治小区。计：第一区．区
公所驻城厢．辖一——七7个小区；第二区，驻洪桥。辖十二、
十三、十五、十六、十七5个小区；第三区；驻归阳，辖八——十
一、十四5个小区；第四区，驻白水。辖十八——至二十四7个
小区；第五区。驻文明铺，辖二十五——二十八、三十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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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7个小区；第六区，驻老白地市，辖二十九——三十六8
个小区。民国二十七年废区存乡。

： 实行保甲最早时期
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叫年，祁阳县实行保甲制。即乡下设

保，保下设甲(甲由数十户组成)，设保长、I{I长，各列其事。民
国二十七年后全县划为504保、8383甲。解放后废止。

’

全县第一镇
民国二十三年，伞县划为6个区、40个乡、1个镇，镇即三

吾镇，辖县城及近郊，取语溪、岖台、唐亭之“三吾”为名。

解放前最后定的乡名
民国三十六年，国民政府为适成内战需要，将民同二十七

年划定的33个乡镇合并为19个乡镇，即三吾镇、观桥乡、民
治乡、保浯乡、四治乡、民有乡、同文乡、四靖乡、金兰乡、保麓
乡、潘家乡、大忠乡、福泉乡、文明乡、景卿乡、振中乡、靖炎乡、
归阳乡、至昌乡。

零陵地区最先解放的县
1949年10月9 H，；p闲人民解放军第45军向溃逃于黄

土铺的白崇禧“钢七军”实施包围和歼击，另一支解放军进驻
归阳。国民党祁阳末任县长柏式诺及其要员于9日晚仓惶逃
窜，祁阳获得解放。为零陵境内最先解放的县。10门，祁阳地
下党领导的“湘游一纵”、“民联三纵”和解放军第40军政治部
工作分队等先后进入县城，成立县人民政府筹备处、临时治安
委员会。22日下午，冀东南下干部工作团134人在饧光的率

．领下到达祁阳县城，县委进驻老天主堂(今县宾馆)．县政府进
驻旧政府大院。次日悬挂县人民政府牌子，开始办公。24同
晚，中共祁阳区工委与新县委胜利会师。27日，转发中共湖
南省委关于正式任命杨光为巾共祁阿I县委朽记、姜振华为县
长岭通知。从此，祁阳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走上社会
主义的康庄大道。祁阳隶属于零陵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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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阳解放第一次大会
1949年lO月27日晚，在县城王府坪举行有万多人参加

的祁阿1解放庆祝大会。“中山台”上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
两边红旗招展，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和工农兵代表站立在主
席台前。大会由县长姜振华主持，县委书记杨光讲话，宣告祁
阳人民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旧时代永远过去了，人民当
家作主的新时代开始了!随后驻祁部队40军民运部长张烈
通报了衡宝战役的捷报，一个30多岁的农民代表也发了言。
台下群情振奋，掌声口呼声不断。会后提灯游行。高唱“解放
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的一天来到了”等歌曲，农民耍“板
凳龙”。小学生表演活报剧。游行后又汇集到王府坪广场，观
看40军文工团演出的人型歌剧《血泪仇》。整个庆祝活动持
续4个多小时，在欢乐激情中结束。

零陵地区第一个革命老区
祁阳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26年1月建立中共组织；

1926年至1927年5月农民运动风起云涌，80％的农民加入农
协；阳明山苏维埃政权维持四年之久；武装斗争艰苦卓绝，英
勇抗击日寇，组织地下武装反蒋迎解放；成千上万的人为国捐
躯。为告慰先烈，教育后人，祁阳、祁东两县县委、县府于
1991年5月11日上报《关于认定原祁阳县为革命老区的请
示》，又上北京向王首道、曾志同志汇报。终于1994年7月19
日，湖南省民政厅以湘民促发(1994)第13号文《关于认定祁
阳县为苄I命老根据地的批复》下发。9月30日，县委、县府在
县影剧院举行丁，隆重的庆祝大会。全县人民深受教育，精神
为之一振。

全国开放县市之一
1986年11月30日，因祁阿l的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较高。

国务院发文．确定祁阳为全冈Jr放县、市之一(当时全国对外
开放的县、市有436个)，对祁gt的改革开放起了很大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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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的第一批区乡

祁阳解放后，在县之下、乡之上，设立区一级行政组织。
共设6个区、19个乡镇，即：第一区，区公所驻观音滩，辖三吾
镇、保浯乡、观桥乡；第二区驻归阳，辖归阳乡、靖炎乡、四靖
乡；第三区驻白水，辖福泉乡、民治乡、大忠乡、潘家乡；第四区
驻洪桥，辖至昌乡、金兰乡、振中乡；第五区驻龙家亭子，辖四
治乡、景卿乡、民有乡；第六区驻文明铺，辖保麓乡、同文乡、文
明乡。

祁阳面积最少之时
1952年3月12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民行字(52)006号命

令：“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批准，增设祁东县。”4月25
日，祁阳县东北部的第七(洪桥)、八(白地市)、九(黄土铺)、十
(蒋家桥)区全部和第五(归阳)、六(过水坪)区大部分划出建
立祁东县。划出的面积1872平方公里。当时祁阳面积只
1908平方公里，土地61．86万亩，人口50万。

金洞划入祁阳之时
1954年6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民字第14号文件批复，将

宁远县第十一区金洞和常宁县部分地区划人祁阳县，设立第
十二区。金洞从此成为祁阳县境域的一部分。金洞面积约
613平方公里。至此，祁阳面积为2521平方公里。

设乡、镇最多的时候
祁阳县析出祁东县后，于1952年9月10日重新调整行

政区划．设11个区和1个区级镇，区下设216个乡、4个区级
镇。1952年10月祁阳又将风口岭、鸣远两乡划归祁东县。
1954年金洞划入后。设21个乡。至此，祁阳共设239个乡、
镇，为乡数最多之时。

以地名为区名的实行
1955年7月24日，按照国务院规定，改变以自然数作为

区名的传统作法，将全县12个区区名全部按地名称呼．即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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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滩区、大忠桥区⋯⋯金洞区等。

． 解放后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撤区
1956年上半年，祁阳县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指示。撤区

并乡，将原有的239个乡合并为50个乡、3个镇(城关镇、白水
镇、文明镇)。1958年以公社取代区、乡、镇。1984年又恢复
区、乡、镇建制。1995年上半年，又根据上级指示，将全县11
个区(观音滩、大忠桥、肖家村、白水、黄泥塘、潘家埠、羊角塘、
下马渡、大村甸、黎家坪、文明铺)撤销，组建20个镇，加上未
动的金洞等7个乡镇，全县共21个镇、6个乡。

建公社最多时期
1958年lO月，全县实行了公社化，“公社取代区、乡。实行

政社合一体制。”1959年5月，县委、县人委将25个公社调整
为18个公社、278个大队。1961年5月，县里根据国民经济
严重困难和公社过大不便领导的实情，将18个公社划为82
个公社。1965年增设浯溪公社，至此共83个公社。1984年
取消人民公社．恢复乡镇建制。取消大队设村。

唯一的少数民族乡
晒北滩瑶族自治乡，1984年7月7日建立。该乡地处县

域最南端，阳明山腹地，面积约150平方公里，为全县面积最
大的乡；林地ll万亩，耕地只0．5万亩；辖13个村。68个组；
1300多户6500多人；有8个村、15个组世居瑶族。2000多人。
解放前，瑶族无田无山，“一把斧头腰上挂，大江小河放木筏。
金山银山富人占，赤脚光膀糊嘴巴。”这首民谣，反映了瑶民的
困境。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县委、县政府、金洞林场
重视瑶乡的建设，办起了林场，建起了电站，修通了公路。办起
了学校医院，面貌大变，瑶民生活明显改善。

第一次县境边界详查
1989年3月，按照上级统一安排，祁阳县组织人员，对与

本县接壤的祁东、常宁、桂阳、新田、宁远、双牌、芝山、冷水滩
等县市区的边界和县内乡、村边界进行了详查，至1991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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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结束。结果是：县界长588公里，乡界(66个乡镇)长2218
公里，村界长9142公里。这是解放以来的第一趺，形成了相
邻县市区和县内乡、村共同认定的边界线．对于增进睦邻发好
关系，发展经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全省百强镇——语淫镇
浯溪镇地处县域中心．位置十分优越，面积82平方公里．

人口14万，两个文明建设一直抓得好。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
18879万元，财政收入1076万元，农村人平纯收入1356元．非
农业劳力占总劳力的64％；城镇规划合理、设施配套．开发区
发展迅速，人均住房面积16 2m2；被省评为卫生城市；计划生
育连续4年夺全县之冠，社会秩序良好。1995年初经市、省
考核检查，被评为全省百强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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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四向最边端的地方
祁阳县境最南端址晒rI匕滩瑶族门治乡烟竹村毛竹坪，位

于北纬26。02’；最北端是龚家坪镇香塘铺村乐善亭，位于北纬
26。5l’。南北长90．4公哩。最东端足黄泥塘镇清吉村清吉
院，位于东经112。12’；最两端是文明铺镇林场村元家排，位于
东经110035’。东西宽64．5公里。

最高和最低的地方
最高的地方——佛殿，海拔1530m，是阳明IlJ的第二高峰

(最高峰望佛台，海拔1642m，在双牌境内)。最低的地方——
黄泥塘镇几洲村，海拔63m，比全县最高处低1467m，陌点间
相距55公里，地势比降为27％o。

气温最高和最低的地方
祁阳全境属哑热带季风湿润7(．候。据多年测试，太阳幅

热最108．7千卡／平方厘米年，年均日照时数1613小时。由于
地形和植被等因素的影响，祁阳气温分布的趋势是北高南低：
文明铺年平均7己温18．4℃，是全县气温最高的地方。海拔
7(X)m的白果市，年平均气温只14．8℃，是气温最低的地方。
县城年平均气温18．2℃。

、

最热和最冷的月份
县气象站40多年实测资料显示，祁阳最热的是七月份，

月平均气温29．6。C；最冷的足一月份，月平均气温是6．I℃。
年较差为23．5℃。

最大的日较差
祁阳气温的日较差平均为7．7cc，有测试和纪录的最大

日较差为20．2℃。出现了1959年lO月9日。

最高和最低的日气温． ．

县气象局实测纪求红案：极端最崮旦气温为40．曼℃二出
现在1971年7月26日。极端^盘低I-1气温为一8．4'12，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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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30日。

地面极端最高温和最低温
祁阳的地面温度平均为27．7℃。地面极端最高温度为

69．5。C，出现于1959年7月30日；地面极端最低温度是一
12℃，出现于1962年1月27日。

‘

初霜和终霜的最早最迟日
经县气象站多年实测，祁刚多年、F均初霜日为12月9

日，最早出现于11月15日，最迟为次年1月4日。平均终霜
日为2月17日，最早为1月4日，最迟为3月16日。年均无
霜日293天。无霜期最长344天(1965年)，最短为259天
(1976年)。霜冻日最长的34天(1975—1976年度)，最短的仅
4天(1957—1958年度)。

初雪和终雪的最早最迟日
初雪常年12月25日前后出现，最早是11月16日(1976

—1977年度)，最迟是1月21日(1974—1975年度)。终雪平
均口期在2月25日，最迟的是1982—1983年度的3月23日。
历年平均降雪日是8天，最多的是19天(1974—1975年度)。
近年因受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影响，气温上升(1998年比
历年同期高2．6T：，9月高1．1气，lO月高2．6。C，11月高3．
1℃，12月高2．3。C。1999年1月高2．5。C，2月高4．1℃。)降雪
降霜相对少了。

据清同治《祁阳县志》载：“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九月，
大雨雪，鱼鸟多冻死。”为有记载的初雪最早时间。

冰冻最早、最迟、最少地方
冰冻最早出现于12月中旬，最迟是2月下旬。持续时间

短则几小时。长则8天。山地冰冻多于平原，阳明山区几乎每
年都有。且迎北风面多于背面。

降水量最多和最少的年份
县气象局1958年至1998年的雨量测量显示，祁阳常年

降水量在1150一1350mm之间．40年平均年降水量1318．
9mm，80％的保证率的年份在llOOmm以上。最多的1994年
降水量1762．3r咖，最少的是1974年，只降1000．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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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量最多和最少的月份
降水量最多的月份是每年的5月份，月平均降水212．

3ram，极大值是398．9mm，出现在1975年(1994年6月份降水
量417．9mm。)。降水量最少的月份是12月，平均降水量49．
6mm，极少值是0．9rran，出现在1993年。

降水量最多和最少的地方
多雨中心位于阳明山的白果市一带，年降水最在1600—

1900mm；降水最最少的地区在文明铺、大村甸、黎家坪、羊角
塘等地，年降水量少于1250mm。

最大的日降水量
据气象资料分析。祁辟{年平均暴厢日数为3．3天，集中在

4—8月，以5月最多。1967年6月22日，县城地区降雨178．
2mm，为特大暴雨。暴雨次数最多的是金洞山区，年平均暴雨
是5．6天，发生洪涝灾害、山洪暴发的年份机率为l，2。

最大的水灾
1976年7月7日至ll R，祁阳普降大雨，金洞、大江、大

忠桥一带降雨286mm，山洪暴发。湘江城关段水位91．6m，超
警戒水位8．6m。超过有记载的历史最商水位。全县有10个
区．63个公社受火，淹没稻田近20万亩，其中约10万亩失收．
冲垮各种水利工程1100多处，倒塌房屋28691间，死亡17人。

日照最多和最少的月份、地区
县气象局1958—1998年实测说明，祁阳年平均日照为

1613／l,t不t，80％的保证率为1526．8／l,r『于。7—8月日照最多，l
一2月最少；丘陵平原地区最多。金洞山区最少(少20％、300
小时以上)。

懈麓m瓣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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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1151nma。蒸发量最大的是7月份。为264．9mm；最少的
是2月份，为43．5mm。

最大的风
祁阳境内7级以上的大风有三种：寒潮大风(最大风力

10级以上)、雷雨大风(一般7—8级，最大ll级)、龙卷风(10
级以上)。1975年4月16日，文明铺一一白茅滩一带遭龙卷
风袭击，风力8级，损失惨重。旧《县志》载：“北宋天禧二年
(1018)正月，大风雪，揭屋拔木，六昼夜方止。”

遭冰雹机遇最多的地区
冰雹，丘冈多于平原，中部和北部多于南部。文明铺——

白茅滩、观音滩——东泉、肖家村——汪家等地，遭冰雹的机
遇最多。落雹以春天最多，夏天次之；午后和傍晚较多，其他
次之。

最大的雹灾
旧《县志》载：“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初八，雨雹如

弹子。”“清咸丰六年(1856)四月，雨雹，大如拳，东境尤甚。坏
民居无数，人畜有压死者，麦菽尽折。”

记载最早的自然灾害
旱灾——“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六月至八月，不

雨，大旱。”
水灾——“西晋元康五年(295)五月，连遭大水，六月又大

水。”
虫灾——“明正德十二年(1517)，大旱，疫。螟食稼。”
雹灾、风灾如前述。

陨石的最早记载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五月二十日戌时，祁阳天宅有一

星似盆，长约六七尺．光照大地，从东南方位北坠，行甚疾，声
如群鸟飞行，坠地如雷震，百里外皆闻。”(清同治《祁阳县志》)
这是祁阳、永州境内对陨石的最早记载。

备 干旱最长、最严重的年份
从有记载的历史资料分析。祁阳易旱，干旱频繁。“三国

吴嘉禾四年(235)十月至次年夏季。不雨，大早。”“唐中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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