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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白洋淀志》是白洋淀一带历史上第一部“淀志’’，在本书出版之际，我

受白洋淀人民的委托，为之作序，十分高兴。

白洋淀自形成以来，沧海桑田，几度兴衰，历史悠久。勤劳智慧的白洋

淀人民，为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生息

繁衍，以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淀区文化，写下了光辉

灿烂的篇章。

今日美丽富饶的白洋淀．是历代淀区人民艰苦奋斗，与大自然抗争的结

果。安新县编写这部《白洋淀志》，讴歌古今白洋淀人民的光辉业绩，又一次

证明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淀志”将激励后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白洋淀是革命老区，淀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这里的乡亲在清末

年间曾参加和支持过“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为了反抗淀区封建官府的压榨，

进行了“反席苇税”的英勇斗争；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共安

新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

大山，白洋淀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反渔霸’’等一系列不屈不挠的斗争。抗

日战争爆发后，淀区人民高举着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组织了闻名

中外的“雁翎队”，利用白洋淀苇荡遍布，沟河纵横的天然地形，以机动灵活

的水上游击战，配合八路军，痛击日本侵略军，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然而，要

奋斗就会有牺牲，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白洋淀的许多抗日健儿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 ＼

建国后，白洋淀的乡亲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为了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

面貌，因地制宜，艰苦奋斗，在白洋淀的建设、治理、开发上取得了可喜的

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白洋淀的面貌焕燃一新，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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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区经济蒸蒸日上，日益繁荣。旅游事业蓬勃发展，方兴未艾。人民生活大

幅度改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显著提高。如今，风景

秀丽的白洋淀已成为中外游客的旅游胜地，前来参观游览的人们络绎不绝，并

被誉为华北平原上的一颗明珠。

的确，白洋淀对我来说并不太陌生，是我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前不久我

也去过。它翻天覆地的变化将激励我们特别是青年一代更加把它建设好，使

华北这颗明珠更加绚丽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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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自洋淀，古称掘鲤淀，白羊淀。地处河北省中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

水面，在安新县境内，形成于新生代，渊源流长，史料丰富。自古以来，白
，

洋淀皆因隶属沿革复杂，历朝各代，并无专志记述。今日，安新县不负历史

重托，乘改革大潮劲风，将白洋淀数千年来存留的遗迹、史料、书籍、去粗

取精，修谬立正，编纂成志，对白洋淀未来的开发建设，综合治理，具有深

远的历史意义。这不仅是淀区人民，亦是安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

《白洋淀志》前无先例，体例意在求新。博采旧志学派纂辑、撰著两家之

。以自然区域为限界，详细记载白洋淀，为人类进化作出的贡献，以及白

淀对安新县生产、生活方式，文化形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用翔实的资料，

素的文笔，记述了干百年来，勤劳智慧的白洋淀儿女，为改造自然，建设

家乡，世世代代付出的不懈努力。进一步证实，是人民创造了历史，是人民
、

推勒了社会的进步。

＼数百年来，白洋淀人民受封建束缚、兵火洗劫；帝国主义蹂躏；官僚资

产阶级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辛璞田、刘亦瑜、侯卓夫、李之

光等革命先烈为代表的无数优秀共产党员、淀区儿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

赴后继，才使淀区人民争脱封建统治，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重新成为白洋

淀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

怀下，特拓0是改革开放以来．白洋淀已由昔日的十年九涝，成为今日的风光

秀丽、经济繁荣、旅游事业发达的新水乡。

《白洋淀志》，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较完整反映淀区政治、经济、地理、文

化、旅游、民俗等内容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它不仅在今日白洋淀的经济建．

设中发挥推动作用，为我们当代开发白洋淀，提供宝贵的史料依据。它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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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内外有识之士，进一步全面了解白洋淀、了解安新，在白洋淀投资开发，

挖掘资源，提供可靠的参考咨询，它更将为子孙后代进一步综合利用白洋淀，

提供必不可少的决策佐证。《白洋淀志》的出版，可谓利在当今，功留后世。

《白洋淀志》纵古贯今，补史之缺，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是一部

不可多得的生动的乡土教材。它必将对淀区人民进行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

，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从而鼓舞淀区人

民为建设家乡、振兴安新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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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白洋淀志》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翔实确凿

的资料为依据，实事求是的记述淀区的历史与现状。

二、白洋淀水位大沽高程10．5米时，总面积366平方公里。85％的水域

面积在安新县境内(其余水面分属雄县、高阳、容城、任丘三县一市)，占安

新县总面积的42％。安新县境内水域极不规则，呈水陆交叉状，且安新县境

内粮田地势低洼，每遇大水年份，必积水成灾。所以淀区水位变化直接制约

着安新县经济的发展，亦影响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故白洋淀概貌即安新县

概貌，因之书中白洋淀、安新县名称互见。安新县境内173个自然村，除39

个纯水村外，其余134个自然村均为淀边村。

三、《白洋淀志》采用大编结构，按事物性质类别入志，相同事物，不论

其隶属任何部门，均编入同一编、章。全书首设概述、中设专志八编、志末

设大事记、后记。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限，视资料占有情况追本溯源。下

限，止于1992年。采用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志为主。

四、《白洋淀志》因属专志，旨在突出淀区环境、淀区经济、革命老区、

淀区文化、交通航运、风光旅游等地方特色，故党、政、群、团、劳动人事、

财贸金融则略而不述，必书者均敬见于大事记中。

五、本志书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除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其余则

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六、纪年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延用旧纪年，加注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使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以前，中华民国时期，文

中简称“民国前”、“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文中简称“建

国前”、“建国后”。文中解放前指1945年8月29日，驻淀区侵华日军及伪军

投降前。“解放后’’指1945年8月29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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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区及组织机构名称，均采用当时名称。人名，直书其姓名，不饰

褒贬。地名，以标准化地名为准，古地名加注今地名。党派、组织机构、文

件、会议及各种运动名称等，在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以下则用现代简称：

八、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有较大影响者为主。对立

传人物只记史实，不作评述。

九、本志数据，均用安新县统计局或有关单位数字。计量单位，延用各

个历史时期的称谓记述。

十、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者，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专用名称

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旧

纪年

=七
JtI、、

的年

十一

十二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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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Et用汉字。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

注释：本志一律采用脚注。文中“△”表示日期、数字不详。

本志书资料来自档案资料、党史资料、统计资料、有关资料、旧

专著及口碑调查，考证鉴别后辑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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