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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县民国史稿》序
赵馥洁

我虽然多次去过乾县，但与乾县的文字结缘只有两次。

一次是读史学家赵俪生先生的回忆录《篱槿堂自叙》，赵先生

回顾了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乾县中学从教两年半的情景，并

记述了乾县的风俗民情和当时的政治态势。另一次就是读强

文祥先生的《乾县民国史稿》。两次文字缘给我的感受同中有

异。所同者，文字作者都是在乾县生活过的，而且我都认

识。读相识者的作品总有一种亲切感，总会唤起文字之外的

桩桩记忆和种种联想。所异者，两部著作性质不同，一是回

忆录，一是历史书，因而所感所获颇多异趣。如果说，读赵

俪生先生的回忆主要能使我能通过他的记述而进一步了解先

生其人，那么强文祥先生的著作则能使我比较充分而深入地

认识乾县了。

强文祥先生的《乾县民国史稿》之所以能使我较充分而深

入地认识乾县，主要在于它的鲜明特色。据我粗读所感，它

的突出特色在于：

这是一部全面系统的书。该书记述民国时期的乾县史，

是从纵横两个维度展开的。在纵向维度上，以时间为经，叙

写了从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个世纪乾县的历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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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在横向维度上，以社会为纬，记述了民国时期乾县的经

济、教育、文化和风俗。这种纵横交织、时空互补、经纬结

合的结构，其首要优点是能全面呈现乾县的社会历史面貌，

从而使读者能全面系统地认识乾县。而且，这在断代史体例

上也是一种革新。

这是一部实事求是的书。真实性是史书的生命，是史著

学术价值的基础。《乾县民国史稿》以尊重客观事实为写作准

则，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撰著依据。凡事件、人物、历史过

程、社会风貌的叙述，皆言必有据，文必求实；凡历史人物

的评价、历史事件的论断，皆寓论于史，寄意于事。绝无托

诸空言之叙说，亦无观念先行之评判，而且还通过对史实的

反思，提出了诸如“士绅政治”“乡里社会”等独到的学术

观点。这种实事求是的品格一方面得之于作者的史识、史

德，另一方面取决于对文献、资料的大量采掘、研读、思考

和利用。据我所知，文祥先生为此付出了多年辛勤的劳动。

这是一部生动活泼的书。强文祥先生既是一位官员，又

是一位作家，写作和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其文学才

华也在这部史著中有充分体现。该书不但文字表达准确晓

畅、鲜明生动，笔端时带感情，而且对历史过程的记叙、社

会景象的描绘、历史事件的陈述、历史人物的介绍，着力于

具体，注重其细节，脉络清晰，形象生动，绘声绘色，活灵

活现，使人有亲临其境、亲睹其景、亲见其人之感。对于一

部史书而言，做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

这是一部富有人文情怀的书。《乾县民国史稿》是一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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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县治虽远离国家中枢，远离政治上层，但却紧连乡村，

贴近平民。所以写县史比写国史、省史需要更浓厚的平民意

识和百姓情怀。强文祥先生对此非常自觉。他说，这部县史

着眼于“记述与老百姓密切联系的领域”，意欲“更多更生

动地显现底层社会的色彩”。基于这种认识，全书中处处体

现着对人的生存命运的关切，特别是对普通百姓生存命运的

关切；处处蕴涵着对贫苦人民生活境遇的关怀，特别是对贫

苦农民生活境遇的关怀。而且，不仅关注过去，还关心现在

和未来，期望通过书中对旧时代丑恶腐败的鞭挞，对革命者

大义大勇的赞颂，发挥评析兴衰成败、总结历史经验、弘扬

优良传统、整饬社会风气的现实作用。这种珍视人、关爱

人、尊重人，以史为镜、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诚然为作者

的桑梓之情所系，但更重要的是文祥先生历史见识、人文素

养、道德境界的沛然涌流。

写县史本身就是创举，何况写得如此出色。我相信，这

部特色鲜明的书必定会在中国县史的编写上展示其学术价

值，必定会在帮助人们对乾县、对陕西的深入认识上呈现其

重大意义，也必定会在培育热爱故乡故土、弘扬优良传统、

优化民俗民风的德行教化上发挥其积极作用。

著书难，著史书更难，它不但要求作者有才、有学，更

要求作者有德、有识。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提出史学家应有

“才、学、识三长”，清代史论家章学诚主张史学家应有

“德、识、才、学四长”。 “才”指能力，“学”指知识，

“德”指道德，而“识”就是以世界观、历史观为核心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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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智慧。无论是编写国史、省史还是县史，都需要编著者

“德、识、才、学”兼备。我以为强文祥先生真正兼备了这

些素养，这不仅是我在读 《乾县民国史稿》时明确感觉到的，

也是我在与强先生交往中真切感受到的。在我看来，强文祥

先生是一位平易而旷达、正直而坦诚、博学而多才、义正而

情长的人，为官而无矫饰之气，为文而无虚浮之风，我既乐

读其书，更乐交其人，故亦乐为之序。谨勉力而冒昧地写出

了上面一些话，以赞此书之价值，以助此书之流传云尔。不

知作者和读者以为可否？

2010 年 10 月 15 日于西北政法大学静致斋

(作者系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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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县民国史稿》序
刘宝才

这部《乾县民国史稿》是我看到的唯一一部县史，也是我

知道的唯一一部县史。

三年前得知强文祥先生打算撰著乾县民国史的时候，我

担心资料不足，会半途而废。现在这部《乾县民国史稿》以丰

富的历史资料讲述了乾县 1912 年至 1949 年的历史，政治史

的线索相当完整，经济、文化、教育、风俗都有具体记述，

我高兴地承认当初的担心是多余的。高兴的同时，对作者搜

求资料用力之勤深有感触。从书中可以看到，撰著过程中，

作者研读了现有的中华民国历史著作、陕西省历史著作和新

旧陕西省志、乾县县志，研读了民国历史的专著、刊物和专

题资料，还广泛搜集研读了当代人和当事人写的回忆资料，

采集了当地的口碑资料。为撰著此书，作者广泛搜集资料付

出的精力，给人极为深刻的印象。

此书给人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记述历史的真实性。读

《史记》的人都会感到，书中的历史人物是活生生的，历史事

件是当时现实条件下由人造成的。书中写出来的历史人物不

是经由观念改造过的典型，写出来的历史事件不是预设的发

展程式中的预制构件。《史记》以非常真实的记述启发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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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人生。我读 《乾县民国史稿》 有类似的感觉。 举例

说吧，书中记述几个土匪，没有限于列举他们为非作歹的罪

恶，而是写了他们的身世、经历、性格、结局。这样的记述

提供的认识价值，绝对不是判决书式的文献所能够代替的。

再如白朗军祸乾一节，如实记录白朗军在乾县杀戮洗劫的同

时，还记载了更多历史事实。书中记载，白朗军原本是一支

成分复杂、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农民起义队伍，在全国讨袁

战争之际，与革命党人发生联系。白朗军打着讨袁旗帜入

陕，军事斗争锋芒对着袁世凯的陕督张凤翙和亲信陆建章。

但白朗军仍然走的是流寇主义的老路，不断出现抢掠烧杀祸

害百姓的事情，最终归于失败。这种全景式的记述让人看到

民国初年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局面。以上二例已可窥见《乾县

民国史稿》的水平，值得圈点之处尚多，相信更多人读后会

与我有同感。

读这部《乾县民国史稿》受到启发，我想到应该提倡撰写

县史。作为一级地方行政建制，县在我国出现有整整 2700

年了。公元前 690 年楚国打败申国和息国后，没有依照旧例

把两国的土地、人民分封给贵族，而是由国君直接委官治

理。但当时并没有把国君直接委官治理地方作为制度肯定下

来，而是说这些新占有的地方如何管理悬而未定，所以称为

县。县，通悬。这是历史上设县之始。后来各国陆续设置

县，至秦灭六国实行郡县制，县成为全国各地普遍设置的一

级地方行政建制。元代设省 （全称行中书省，又称行省），

为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域，下有路、道、县。我国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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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区域分省、县两级，县仍然是一级地方行政区域。

县在省与基层之间承上启下。有研究者分析，历史上省级行

政建制的功能主要是反对腐败和预防割据，县以下基层组织

的功能主要是道德教化和劝农，而县兼有省与基层的功能，

于治国安邦极为重要。民为邦本，县为国基，县的状况能够

反映国家基础是否坚定。从这个角度看，县史的价值自然不

可忽视。若从个人角度来讲，县是一般人儿童少年时代生活

的地域范围。人们常说自己是某县人，县是人们终生难忘的

家乡。但是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没有乡土课程，多数人对家乡

历史的了解限于听来的片段故事。人们可以从县史中看到自

己经历过和听说过而不甚了了的故事，弄清那些故事的来龙

去脉，切近地接受前人的生活经验，了解家乡的现状是怎样

发展来的，从而产生特殊的兴趣，得到别处不易得到的知识

和智慧。县史是人们的家乡史，外地人有必要阅读的大约不

多，而本地人大多数都会有兴趣阅读。县史的读者面会有地

方性，但读者人数不一定比别的专门著作少，读县史的兴趣

不一定比读别的专门著作的兴趣小。过去基本没有县史著

作，县志多少起了同样作用，而县志以记述现状为主，对县

史只是略述或者完全不涉及，县志不能代替县史。过去基本

没有县史著作，主要原因是很少有人下决心写。很少有人下

决心写县史，主要原因恐怕就是我开头说的那个担心。现在

强文祥先生这部《乾县民国史稿》提供了证据，证明县史可以

写出来，至少有一部分县的近现代史是可以写出来的，许许

多多人都希望看到自己家乡的县史。《乾县民国史稿》给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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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带了好头，我们期望出现更多县史著作，期望县史著作成

为当今文化繁荣中开放的鲜花。

强文祥先生出生在乾县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兰州大学

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他毕业的时候正当“文革”期间，未

能从事专业工作，走上了从政之路。他从政一干就是 36 年，

从公社党政干部做到省发改委常务副主任，于 2006 年退休。

他正直为人，认真做事，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和单位，都有不

错的口碑。他是个兴趣广泛的人，爱文学，爱书法，爱乡

下，爱自然。他的散文集《筑屋于野》，得到著名作家陈忠实

高度评价。他热爱家乡，为家乡文化教育做了不少好事，家

乡人称赞他是“父母的孝子，乾县的赤子”。这部《乾县民国

史稿》则是强文祥先生的集中代表，可以代表他的为人做事，

代表他的兴趣爱好，更可以代表他的桑梓之情。

写书是件苦事，一个领导干部退休后不去享清福，却焦

思劳神地写书，写的又是家乡的历史而不是自己的功劳簿，

吃苦而不觉苦，受累而乐在其中，这是一种志趣———脱俗清

雅的志趣，这是一种境界———登高望远的境界，这是一种风

格———山高水长的风格。

2010 年 8 月 18 日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西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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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县民国史稿》序
黄启平 任 杰

强文祥同志编著的《乾县民国史稿》就要面世了。这是乾

县文化建设中一件值得庆贺的幸事，也是强文祥同志为家乡

作的又一贡献。我们衷心祝贺《乾县民国史稿》的出版，并对

强文祥同志和支持、帮助编著这部著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诚挚

的谢意。

《乾县民国史稿》是一部饶具特色的地方史著述。它全方

位地记述了历时 37 年的乾县民国历史，具有较高的史学价

值和认识境界，能够较好地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不失为乾县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部佳作。强文祥同志以翔实的

史料和洒脱的文风，以深厚的家乡情结和隽永的思考为我们

勾勒出“乾县的昨天”。这对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乾县的今天，

更加自觉地为乾县美好的明天而奋斗，有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

强文祥同志长期从事行政领导工作，是我们的老领导。

他在职时就对家乡的发展倾注了自己的心血，退休以后仍以

一个赤子之心为家乡的发展尽力。他潜心乾县历史文化的研

究，对故乡的风物和历史情有独钟。他搜集史料、查阅档

案，调查走访、梳理考证，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呕心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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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四年之久，终于有一部县史稿问世，体现了一个领导干部

的高风亮节和人文情怀。

我们恳切希望各界人士和朋友，都能一如既往地关心乾

县、宣传乾县，为乾县更好更快地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让

我们携起手来，为建设更加繁荣、富裕、和谐、民主的新乾

县而共同努力。

2010 年 11 月 28 日

（黄启平系中共乾县县委书记，任杰系乾县人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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