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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丘县志．》清本合印说明
县志是一个县政治、经济、

军事、人文的实录．o古人亏．f『治天下者以史为鉴一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当今要建设现代化的灵丘，

同样需要了解、熟悉和借鉴灵丘的历史。

在编纂和出版好新县志的同时，做好旧县志的抢救工作，绽之

不致失传，是人民政府和史志部门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o

．

据目前所知，灵丘旧志先后有四种版本，．明代永乐年间纂修的灵丘县志早已失传；清代顺治十七年宋起凤纂修的原刻本也已失传，目前仅台湾存有抄本。现流传于世的，有康熙二十三年在宋起风原本基础上由岳宏誉增订的《：灵丘县志：》，以及光绪七年由雷棣荣，．严润林修、陆泰元纂的《：灵丘县补志：》。签兀一九八六年，灵丘县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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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灵丘县志说明

认真搞好旧方志的整理出版工作，充分发挥方志的资料作用，．对于绻承祖国文化遗产，发展各项事业，研究各门学科和编纂新方志，健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昵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o

，

，．

＼。

原《：灵丘县志嘭时隔年久，陈旧破损，仅存残本、孤本，不敷应阻，为了抢救和保存历史文献，便于查阅和研究史料，根据《：山西省地方志工作规划草枣和地委一一九八四一：．一十六号文件精神，叉据匪行错次，一．一九八四一六十号文件批转的雁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氏关于重印旧府志、县志的请示报告：》．的通知精神一经灵丘县志编纂委员会研究决定，由县志办公室整理、重印《：灵丘县志v



和!{|：灵丘县补志：》寥

，

灵丘最早的县志始于明代永乐年间，据《：文渊阁书目：》卷二十÷醛新志：》著录中记载：；，灵丘县志永乐年间修气这个版本早已失传。。在清代煲丘县志有：一种版本，．其一是清顺治十七年．1(二八六。年一由知县宋起凤编纂的《：灵丘县志：》；其二是在宋起凤编纂的《：灵丘撼倍泰元纂修坝《：灵丘县补志：》。宋起凤编纂的《：灵丘县志：》也早已散轶无存了。现在我们重印的是在宋起凤编纂基础上、由岳宏誉

重修的茶灵丘县志：》和陆泰元纂修的一《：灵丘县补志：》∞

宋起凤是河问府沧州’(今河北沧州一。人。顺治十一年二六五，



治 建 对 升 进 问 他 年 四
十 置 初 任 年 行’

'

在
0

年
岳 七

、

稿一 山
0

编 并 序 他
＼-／

宏 年 食 ．又 西 ．此 纂 参 中 到 任
誉 ／．、 货 亲 督 时 '

阅 说 任 灵
是

、

．自 学 遇 经 蔚 ％ 丘
’

知江
、 秩 四 道 到 过 州 巨；司／＼

南 ／’ 官 出 副 累
、

州 矢 因 +县六
常 o

、

_』反 使 年 士 士 明
，

J心 J心

州 。年 名 复．
，

拟
、

欲 代 康／．＼

苻
＼-／、 宦 查

。司 曾 成 浑 纂 的 髓
J'、、

武 初
、 下 任 初 源 辑 县 兀

进 秋 武
证

' 檄 灵 稿 州 其 j： 年J心

县 付 备 编
输 丘 0

志 成 散 ，．、
、 金 知 但 (b一 失0／-、 印 写

属 县 囿 广 了
、

／、今
0 人 成 、-—，

他 ' 、

江 物 凤 于 昌 每 ／、、 ∥趣
董 于 财 ／．、

．当
决苏 灵

省 艺’ 丘 其 顺 力 今 心 年+
武 文

县
役 治 政 编

’＼_／

【k===j

十
不 涞

务 离进 志
0

足 源 纂
县

毡回∥

宋
七 、 ＼-／ 之 任

＼-／ 五
，0

年 暇 ’

人
十 内 起’ 无 县

．‘就
部

0 八 容 凤
／．、

力 志 新 在

他
纲 包 受 雕

， 亲

于、
目 括

命
／、

版 作
自

县 灵
、

调
志 丘
O

任。

方· 之
／、

为 查
正 职康 于 舆 话

o 又

， 年 搁 旁 访配
顺 、

＼-／ 置 证 如 九，¨、

第
六
页



第
七
页

成 县 县 选 丘 分 丘 刻 离 十
了

，

州 县 之 县 版 任 七，-、

士 光 今 同 —趣 志 志 也
’

年J心
吣}≠多 ’ 吣g妒

已 在 ／．、稿 绪 陕
0

灵
的 七 西 知 丘 称， 增 的 散 任
纂 年 大 县 县 为 订 手 失

、

／＼ ／，＼

修 ／．、 荔 雷 补 宋 其 抄 无 年 七
工 县． 棣 志 起 十 本 存

。

八
作 八

、-／

荣
澎

凤 分
' '

岳 年
， 八 人 和 是 原 之 上 便 宏

、．／

接
0 平． 奉 7本

、

找 誉 任
任 年 他 润 命

， ’

下 到 上 灵
者

＼_／

于 林 纂 岳 成 两 了 任 丘
为 十 光 担 修 宏 书 套 只 后 知
知 月 绪 任 的 誉

’

+有 发 县
县 离 五 了

。

重 函 用 李 现
’

严 任 年 总 纂 修 四 了 明 宋 康
润

’

裁 修 本 册 ，六 经 起 配
—．、 J'、、

林 在
。

者
。 、

年 家 凤
'

他 八 雷 陆 四 时 存 编 十
他 任 七 棣 泰 卷 间 ÷的 纂
于 职 九 荣 兀

，

做‘ 宋 的 年
光 期‘ 年 陕

‘

'

因 了 起 杰 ／．、

绪 间
＼√

西 浙 而 增 凤 灵
七

'

十 同 ．江 现 订 编 丘 上
／、

年 基 州 人 存
’

纂 县 八
／．、 本 月 府

。

的 删 的 志 四蟛
年上 任 朝 为 乒趣 其 念

八 七多 知 ．邑 候 灵 十 灵 的
、_／

兀



敬 、舍jj 版： -字：： 了 ；莱 个 八』
请 ’订 式：：

，j．'：‘

选，+ 辑’ 纲
‘、

年旧 读’ 成 设 ．对’ 我 举 乡趣

县 者 两． 计 文 I’。们·j 灵 参 四
＼√

士 批 册 有 字 在’ 补 丘 阅 十 秋J心

．精 评
。

所
、

整 遗 县 九 菜
华 指 由 变 内 理 内 补 校 目 付

正 于 动 容 过． 容 士 对
0

，心 印
糟

0

整
'

中 程
。 遗∥ 、 编 多囟≮

粕 理 并 的 中 是 采 修 灵
并 者 将 某

'

补 访 补 丘
存 水 原 此 将 续 凡 志 县

。

平 来 错 原 县 的 补
取 眠 的 误 县 士 十 。人， 士

J心
员

J心

其 限 众 进 士 的 九
澎

J心
除

0

精
'

灵 行 中
，

人
华 书． 丘 了． 的 内

。 土． 此
'

中 县 订 繁 容 述 书

弃 错 士 正 体 基
治

J、：P

J心
裁 函其 旋

澎 。

字 本、

纂糟 疏 ∥疑毡 为 异 上
修 四．

粕 漏 灵 了 体 因 者 册+'

之 丘 经． 字 袭 外
望 处 县． 济 改 旧 '

十读 ‘在 补 起 为 目 还 卷者 所 士． 1见 现
、

J心 有 、

自 难
澎 ，

行 只 分 分
鉴 免 八 内 简 新 修 十0 '

册 文 化 增 、

第
／，弋
页



第
九
页

灵
丘

公 县
士兀 ，心

编
九 纂
八。 委

甘

／＼ 贝

年 会
十 办

公
月 室
十
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昭 国

任 来 水 代 土 邑 景 称 异 家 灵
灵 或 狎 致 俗 之 纯 博 寞 幅 丘
邑 得 每 治 实 士 注 雅 地 员 邑，心

辄 踪 之 为 无 山 取 之 广 士
J心

从 名 迹 跃 关 海 裁。 典 狭 青
吏 贤 所 系 焉 经 宏 册 代
征 闻 至 殆 今 奇 而 事 有
邑 见 不 天 异 志 故 侈
士 逸 可 下 为 物 亦 俭J心

以 事 丘 郡 见 迅 不 山
考 窃 日 邑： 闻 故 容 川
风 抗 壑 缺 之 所 所 以 风
成 怀 必 略 有 不 成 僻 俗
谓 向 从 无 书 及 书 壤 则
邑 往 而 闻 其 创 发 概 虽
自 不 与 者 上 绝 千 置 ●●_‘一

明 能 野 凤 备 今 古 匆 邑
季 置 老 固 采 昔 未 传
数 岁 辈 陋 风 要 有 张 区
罹 甲 询 素 而 皆 闻 茂 不
兵 午 骶 与 下 与 所 先 无
火 铨 由 山 征 郡 郭。 号 殊



持 余 而 ‘学 砜． 诸 ‘爨 ：吏 绩】j 产 镌
、，之 亦 ?未 使 成‘‘ 书 旌。 事 芝 而 本
辄j 竟 罗 。书 复j 爰 暇 诹 山 散
下 呔 以 、公 坐 旁 ‘。购 常 询 川 轶
檄 欠‘ i去 约 于 证 ．求‘ 别 奈 风 无
输 事 兹’ 斋 剞 于 郡 髭l ．何 俗 存
金 矧 复 前 劂 蔚 士 老 茫’ 户 ．今J心

属 今 得 曾 ：为． j浑 及 生 然 。口 且
凤 任 莅 令 不” 。昌 尹 儒 听 田． 廿
董 宪 事一 邑 能 邑 朔 多 其 赋 有
其， 纲 斯 追 举 野． 所 湮 此 余
役 而， 土 忆 遂‘ 地 究。 灭 ．则 年
此 明 。遂‘ 昔 尔 旧． 关 论 为 令 矣
固 掌 慨 时 寝 ：} ．士 迟 因 骶 凤J心 J心

凤 故 然 邑 阁 衷 舆 之 矢 宜 意
之 允 曰 士 者 ，遗 图 又 士 周。 邑八。 ，心

素 惟 邑 失 逾
!．

水 久 欲 ：知 虽口

心 司 士 传 年 采 经 卒 纂 时 边J心

而 文 之 久 会 遗 会 不 辑 备 僻
亦 者 不 欲 今 事 典 得 其 大 地
有 实 修 修 岁 积 全 详 成 吏 不
司．

、

素 举 春 岁 史 且 值 入 加王



忠 之 里 闻 虑 创 之 弗 参 责
孝 骶j 为 异 伪 事 野 下 敢 校 也
节 载 事 词 ·诬 相 、叟 皆 轻 中 又
义 如 倍 保 而 殊 荛 得 以 间 低
之 象 为 无 成 而 人 令 臆 山 敢
事 纬 功 有 功 难 成 提 说 川 不
风 躔 亦 袭 倍 易 与 粟 乱 里 加
土 度 最 舛 捷 亦 斤 蹑 更 。道 毖
人 山 难 承 创’ 相 ’斤 蹬 遣 之 以
事 川I 故 讹 则 悬 察 往 发 有 刍

，心P

之 疆 每 鲁 茫 述 问 而 四 未 翊
殊 域 钮． 然 则 必 采 出+ 悉 骶
必 田 落 亥 无 篇 求 其 荒 事 举
考 赋 笔 豕 骶 帙 其 遗 碑 故 爰
订 多 动 之 ．索 可 当 逸 断 雅 检
不 寡 抱 缪 凭 i稽 而 犹 碣 俗 向
惮 版 歉 乎 笔 损 后 恐 之 之

錾至 籍 此 是 l墨 益 已 力 余 不
。再 登 凡 以’ 而 可 咽 有 还 备
宁 耗 于 毫 漫 酌 思 不 境 不 本
简 以 士 厘 疏 事 述 逮 遗 驯 备，心

勿 及 中 千 传 不 与 即 ·官 概 力口口



而 焉 征 妄 劝 悉 可 京 轻 于 繁
貌 能 逐 自 耕 陈 以 师 重 形 宁
校 窥 而 谈 查 要 穗 翼 亦 胜 朴
之 茂 酌 兵 豁 皆 兵 卫 不 险 勿
力口 先 古 僭 有 凤 某 而 同 扼 饰
修 景 考 效 出 以 可 又 邑 宁
饰 纯 今 伏 氨

、

以 当 逼 致 浅／＼

以 两 必 波 亲 年 扼 处 意 近
重 公 准 之 履 劳 要 关 外 者 勿
讽 涯 道 聚 涉 吏 某 门 边 盖 深
．之 际 为 米 经 时 可 j户 为 邑

、

又
毋 以 会 也 硒 值 以 ．险 地 宁
以 高 通 至 诸 凋 转 隘 与 真
耳 聊 于 险 残 战 天 内 确
食 代 备 揽 阻 阅 堵 成 地 勿
贻 也 邑 胜 退 荒 截 故 不 夸
人 哉 乘 标 而 有 制 审 同 诞
齿 若 之 奇 窃 出 胜 形 则 诸
冷 夫 观 固 志 抚 出 度 势 具
端 讨 而 与 之 流 奇 势 之 矣
有 事 已 性 非 有 其 缓 而
望 实 ．又 相 敢 出 某 急 尤



顺 于
治 后
庚 之
子 来
新、 是
秋 土
知 者
灵 时
丘删 r县嚣暴燃隧．睡

隧阚I 事
渤
海
宋
起

．，j； ：摹嚣≯ 凤
辫 l瓣 书
ll叠墨 ‘粼

于蕊 ．蟹鬟：

太
．白
署
中



御 圣 朝
瑰 之 览 源 达 画 天 系 廷 天 灵
异 高 诚 流 典 各 子 殆 采 下 ‘丘
于 于 重 景． 故 省 崇 不‘ 风 郡 邑
职 水 之 物 道 边 尚 可 下 邑 士

，心

秩 有 旌 之 麝 腹 礼 征 皆 青
则 溏 ：灵 幽 阅 舆 教 日 方 有
令 ‘河 、邑 奇 硒 图， ．稽、 缺 舆 士

J心

佐 之 虽 名 诹 在 古 略 土 书．
谕 大 边 胜 访 内 右 者 俗 上
导 且 鄙 备 凡 。命 文 也 实 备
副 长 亦 细 城 兀 之 况 为
镇 于 岿 绘 池 老 时 当 政
分 人 然 图 之 词 纂 治
守 物 奏 广 臣 修 风
备 有 ‘邑

I=t

狭 总 会 化王
其 武 于 沿 裁 典 骶
官 灵 山 革 纂 关
于 存‘ 有 山 辑 统

士
严

绅 孝 太 、川 i在 d： 名J心

士 之 ，白 之 外 诸 文
则 雄 觉 向 命 书 物
科 奇 山 背 通 绘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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