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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广宗县志》，屡易其稿，历时14个春秋，今天终于在欢度国庆50周年前夕

付梓印行。这是全县干部群众所关心的盛事，是广宗县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遵编

委之嘱，恭赘片言，权以为序。

我在广宗工作，已阅6载，已深深爱上这片热土。广宗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漫

长的历史岁月中，素以勤劳、善良、朴实著称的广宗人民，绘制出一幅绚丽动人的画

卷。由于诸多因素，县志失修60余载，千秋盛业，何垂久远?撰写县志，为我义不容

辞之重任。承蒙上级领导、方志专家的指导，更赖编辑人员倾注心血、辛勤劳动，巨著

成就。身为广宗县委书记的我，倍感欣慰。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新编《广宗县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和秉笔直书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自东汉章帝置县至今两千年的发展历史，如实

地记载了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古今名人、名胜古迹、科技发展、文化教
育、风俗民情等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借以寻求成败得失之因果，探索荣辱兴衰之

规律，鼎新革故，激浊扬清。

广宗县历史上曾7次修志，因受时代背景的局限，均有不尽人意之处。这次修志，

非续非补，而是在县委领导下，由政府主持，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群贤毕集，精心撰

写，各界献力，众手成志。融史地风物为一体，荟图表传记于一集，去伪存真，略古详

今，上下千载，横及广宇。对探求广宗发展之规迹，谋略百里振兴之大计，必将起到资

政、教化和存史之作用。为认识县情、明确使命、开拓未来，提供翔实的历史借鉴和决

策依据。这就是编修县志的根本目的所在。

广宗有一个值得自豪的历史，更有一个百业昌盛的当代，也必将有一个更加美好的

未来。

中共广宗县委书记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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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朱熹就任南康知县时，下车伊始就令人找来当地志书，借以了解情况，作为施

政依据。他革故鼎新，除弊趋利，政绩卓著，一直为后人所传颂。今年元月初，我奉命

赴广宗供职，正值县志编纂之际，当然是欣喜之至。

广宗是革命老区，有数千年文明史，曾出现过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发生过不少惊

天动地的事件，也有频繁复杂的制度更替。广宗人民用鲜血和汗水创造了光辉业绩，谱

写了壮丽篇章。这是全县人民的自豪和骄傲，本志均将记录在案，载入史册。

县有志，犹国有史，既资治当代，又通鉴后世，历来为官民所重。《广宗县志》为

广宗县之“全史”，是一部施政兴县的重要文献典籍。它纵贯千古，横及百科，工程浩

繁，任务十分艰巨。这次编撰，一改过去志书重人文、轻经济的弊端，重点客观地反映

县域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兴衰起伏，实事求是地记录工作中的失误和挫折。通鉴古

今，彰往昭来，为研究历史、建设当代、发展未来提供宝贵的依据。同时，它可以使读

者了解先民的业绩，激发爱乡之情，从而信心百倍地推动经济建设，开创更加美好的明

天。

我作为县长，深知编史修志意义重大，故在人、财、物诸方面大力支持，并提出

“出精品，创一流”的严格要求。全体编修人员不畏艰辛、呕心沥血、精益求精，屡易

其稿。今《广宗县志》即将付梓，实在可喜可贺。这部巨著，今天是，将来更是广宗县

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此，我谨向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省、市领导及有关专家、学者

和为志书编纂做出贡献的志士仁人。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广宗县人民政府县长

一九九九年六月一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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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宗，乃生吾养吾之地，乡情自然甚笃。组织遣余负责修志，诚属份内。值《广宗

县志》杀青之际，即提拙笔，恭陈数言，勉以为序。
广宗，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殷商时，广宗为畿地，商纣王曾在此增筑苑台，其兴

可管中窥豹。战国时，赵武灵王于“沙丘苑台”大兴土木。规模之宏如同都会。此域后

屡经战乱，宫苑毁废，渐至萧条。广宗人淳厚仁朴，智深聪慧，古今不乏贤士，令人钦

服。三国魏文德郭皇后，智、谦、端、朴，实为一代明后。北魏东徐州刺史、卫大将军

潘永基，勇而善，倍受官民之爱。元集贤院大学士刘赓，才学过人，为朝廷所重。明吏

部尚书崔恭，廉勤公正，政绩沛然，深受爱戴。明山东修宁道监军参议王维新，忠贞殉

国，诚为后范。清末武举景廷宾，举义旗-，“扫清灭洋”，震惊中外。

志，用以存史、资政、育人，国有编史之善举，县有修志之传统。史载，广宗县志

前人曾修数次。明隆庆五年，知县刘民范委名士吕信撰写县志，志书及胶片存北京图书

馆。万历二十六年，知县马协亲邀乡绅名士再次修志。清康熙十九年，知县刘揖主持第

三次编纂县志。康熙三十二年，知县吴存礼邀众第四次修志，共12卷，60条目，今存

北京图书馆4册。嘉庆七年，知县李师舒集名士数人又书汗青，今无存。同治十三年，

油堡郑元善去河南巡抚之职，回乡赋闲，即邀名流第六次编纂县志，共12卷。民国22

年，承省之命，由县长姜槛荣主持第七次修志，韩虚谷撰述，众襄撰，付梓5册16卷，

文笔精练，史实丰富，堪称本县旧志之冠。但时过境迁，社会巨变，无疑缺憾犹多，不

可苛求。

今逢盛世，编史修志势在必然。吾为修志之主持，虽不遗余力，实有鞭所不及之

感。幸同窗杨振朋率众贤，不负县委、政府重托，不畏艰辛，矢志匪懈，夜以继El。废

寝忘食，殚思极虑，倾注心血，鼎力编纂，使志即将面世，真乃功在当代，惠及子孙之

善事。一部县志横及百业，纵贯古今，实称一地之百科，一域之通鉴。修志工程之浩

瀚，任务之繁难。常人难以体察，绝非一人可为，一日即成。为此，余对参与、支持、
关心修志工作之众，诚致谢忱。

《广宗县志》即将付梓，一览不禁泫然，乐观之纂成，窃当引为自豪。愿广宗世代
百业俱兴，亦冀广宗儿女，继书未来，再创伟业。

今志编者，虽倾注心血，报之一诚，精修其志，然其涉及久远，内容庞博，部分资

料无考，加之水平所限，漏谬实属难免，赖以明察。

广宗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九九九年六月一十八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凡 例

一、宗旨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略古详今、古为今

用的原则，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记述广宗县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

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以发挥“资政、教化、存史”之功

能。

二、范围 以现行划区范围、事物为记述对象。历史上曾属广宗县管辖而后析出的

地区，不在本志记述范围之内。

三、断限上限尽可能追溯到各类事物之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87年。有些事物

为记述始末，下限延至1990年。

四、结构分编、章、节、目4个层次，个别目下设子目。由概述、大事记、专

志、人物、杂记、附录及志补组成。概述，统摄全书，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

时为序，载古今大事；专志，均用记述文体，不作评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附录，则

选录不易归类、专志又难以容纳、且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料。

五、内容既全面记述、贯通古今，又详近略远，立足当代。详细记述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斗争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

成就；对历次政治运动，遵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散记予大事记及有关章节中。

六、文体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以志为主各专志横排竖

写，纵横结合，事以类从。照片插于书前，不上目录。其它体表另辅。各种表格随文而

附，文表呼应。行文除引用古籍外，一律运用现代语体文，运用规范化的简字体及标点

符号，力求严谨、朴实、简洁。

七、数字 按照1987年1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宣传部等联合颁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凡表示数量的，除历史文献摘引、固定词

组、习惯用语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1949年以前，以旧志、档案中的数据资料为准。

1949年以后，一般采用县统计局数字，统计短缺的，采用有关单位数字。

八、历史分期 “古代”、“旧时”泛指清末以前；“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

期”，系指抗日战争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新中国成立”指1949年

10月1日。

一 九、政区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专用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皆用简称。

十、人物传记入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县籍为主，以正面为主，

兼收在本县做出较大贡献或影响深远的客籍人士。

十一、本志纪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般采用历史朝代纪年。括注



2 凡 例

公元纪年，其后采用公元纪年；“公元前”，简称“前”。

十二、资料来源来自北京、天津和有关省、市、县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县内各部

门档案资料、历代史籍、旧志、谱牒、报刊及有关1：3碑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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