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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放眼中华大地，禹迹九州，山河壮丽，诞育先民——河即黄河，山则非太
行莫属，太行之山，界耸于冀、晋、豫三省之间，挺秀矗奇，钟灵毓奥，绵延
千里，直入璧巫闾，实天下之伟观，神州之巨脉。而太行山者，民间又称之为

女娲山，女娲何人?亦即中华民族之伟大母亲。神话流传：娲皇氏炼五色石以

补苍天，其石又即取之于太行。这样叙来，已可见中华民族人文地理，与黄河
太行的关系是何等的密不可分了。

太行以八陉名震古今，其第四陉即在古慈(磁)州。而此陉东西麓，则峰

峰矿区在焉。

矿，如今都念作“旷”了，其实这是个误读。矿古体字本作“{}”，其音如

。汞”gong。父老传说，清末时期西方科技初入中国，开矿取煤，是改良派新政
措施之一项，唐山初设。开滦矿务局”，南皮名臣张之洞前往视察，见其题匾五

个大字，遂扬声而读日“开滦‘旷’务局!”于是大家以为张大人是有学问之人，

不会读。半边字(音)”，群然附和———从此人人念。旷J，．，至今难改了。
矿，是强国富民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研究我国矿业史，恐怕不能离开冀

晋的最早开发。上文我叙及娲皇的“炼五色石”(出于《淮南子》汉代著作)，

我的解说就是我们祖先早已知道“开矿”的道理——那五色石正表明不同质色的
古矿藏。“女娲山”下的峰峰矿区，大约是我国最古老的。女娲石矿区”吧?f，女娲

山，又名王母山。这王母亦即“老祖母”之义，与瑶池的“西王母”无涉。／)
此区之内的古迹中，还有一处“鬼侯镇”(城)，这是殷代纣王封九侯于此

的遗踪。所谓“鬼”者，实即“九”字的谐音——古。九”字音略如。苟”；“轨”字1本
从“九”得音，而今人正读“轨”、。鬼”同音，其理可悟。这个古地名，也就充分

证明此区的历史之悠久了。

那么．如此名区，若欲了解其古史今情，人文地利，一切景况，又将如何

方可得大纲细目呢?我以为，要揽全胜，莫善于读读这本《峰峰志》。

地志，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项重要的智慧的创违。它是史的一个组成部

分。中华良史的高层观念，来自“天人合一”的哲学宏观上智——《易经‘说
卦》里已然表述了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是为。三才”的命题。后世的“天

时、地利、人和”也与此同源同义。我国的史学，包括了天文、地文(通称。地

理”)、人文。所以历代修史，无不修志。这种宝贵的文献，使我们得以明了自

己民族国土的一切外相内涵，诚所谓“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如果有时力

大略浏览一些史籍与地志，便知古人那话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国家深知此义，所以要求全国各地，大自省区，小至村镇，皆要修志。这

是一项极关重要的文化建设措施。其意义之巨大，无以为喻。《峰峰志》之

修，正是这项英明措施的良好成果。
史与志是互为经纬的关系，一个地方的总志与分志又是宏观微观的关系，

它们都是分合倚辅，相联互补的血肉组构。此部区志，是邯郸总志的一个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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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峰志》付梓，我表示由衷高兴。这是峰峰历史上第一部新编志书，洋
洋百十万言，前后历经五载，饱浸了编纂人员的呕心劳作，凝聚着社会各界的

修审甘苦，在志书面世之机，深表致谢!
‘

志为镜，揽照古今。方志有资治经国、倡导文明之功用。旧时，视k施

政、断案、修志”为“新官上任三把火”；当今，更将“资政、教化、励民”看作

追昔抚今一盏灯。新志揽括了峰峰古往今来上千年历史轨迹，又精要记载了矿

区的政治经济、地理交通、科学教育、文卫体育、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不啻

是一部峰峰地方的。百科全书”，真可谓完成了一项峰峰地方近五十万人民常念
久盼、惠及后人的千秋大业。再从江泽民同志。特别提出国情教育的问题”来

看，它又为我们熟悉区情和进行传统教育提供了一本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

峰峰矿区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5500年，这块土地上就有先民生息繁

衍，从事农业、渔猎和制陶。商的后期，已有颇具规模的“九侯城”。(今界城

镇)：春秋时期的《诗经》已搜载有峰峰地方的民歌(见商颂·殷武篇)；战国

时期，在今辖区西部就筑有赵国南长城；三国魏黄初三年始置临水县，唐武德
六年省临水县入滏阳县；唐永泰元年改置昭义县，宋太平兴国元年又改为昭德

县，后历经元、明、清，峰峰地方的临水镇、彭城镇、和村镇一直是磁州西部

的经济和军事重镇。抗日战争时期，峰峰境内还先后设置过磁武县、磁东县。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峰峰矿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J盯2年6月改属河
北省直辖，1955年2月改建峰峰市，直属河北省领导；1956年JD月，峰峰市

撤销，恢复峰峰矿区建制，为邯郸市所辖至今。

峰峰矿区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在近代和现代史上，峰峰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曾开展过轰轰烈烈的对敌斗争，工人运动、农
民运动，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为建立新中国做出过卓越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峰峰人民不畏劳苦、艰辛创业，各项事业都有了较快

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区委、区政府团结带领全区人民，发
扬。振奋精神，团结拼搏，自加压力，放胆开拓”的矿区精神，乘改革开放之大

潮、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力求精深加工，依托省部企业，探求两大转移”，使

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得以长足发展。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

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已成为冀南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峰峰矿区资源丰富、物华天宝，有2D多种矿产资源遍布全区。在这块

35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探明煤炭储量药亿吨，优质石灰石"亿吨⋯⋯区

内工业密布、企业千家。全国特大型煤炭企业峰峰矿务局，与景德镇比肩的邯

郸陶瓷总公司，中外闻名的大型水泥企业——邯郸太行水泥集团公司均座落于
境内，全国重点项目、投资百十亿，总容量“D万千瓦的邯峰电厂已经破土开
工兴建。目前全区已形成了以煤炭、陶瓷、建材、钢铁、电力为骨干，食品、

包装、机械、电子等工业配套发展的地方经济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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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峰志》编纂历经五载许，现已问世了，这是峰峰矿区有史以来第一部

志书。她的出版，不仅是峰峰矿区在。八五”期间文化战线上取得的一项丰硕成

果，而且标志着峰峰卯万人民结束了无志的历史，从此有了自己的“百科全
书”。

”

峰峰矿区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既有燕赵慷慨豁达之气魄，又有

中原人民勤劳颖惠之遗风。早在J770多年前的三国魏黄初三年(公元222

年)始置临水县，唐时曾设昭义县(今临水)，北宋时又称昭德县，宋熙宁六

年(公元JD刀年)省入滏阳县，前后设县凡850多年。明、清时期和民国时
期，一度是磁州和磁县西部的交通、经济、军事重镇。在近两千年的沧桑世故

历史的变革进程中，峰峰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造就了彪炳于史的北齐石

窟文化及磁州窑文化，为后世遗留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和艺术珍品。在艰苦

的革命斗争岁月里，涌现出一次又一次反压迫反剥削英勇斗争的壮举，违就了

许多反帝反封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峰峰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励精
图治，艰苦奋斗，在建设家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中，矿区的国民经
济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在历史长河中永远留下这灿烂，悠久

的文明历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史，接前届政府编志工作班子，给予修

志工作创遣条件，在经费上大力支持。区志办的同志不负领导的重托，甘耐清
苦，夙兴夜寐，勤奋笔耕。几年来，他们跑遍了峰峰的山山水水，实地考察，

征集资料，有时还远涉区外，河南、江苏、浙江、北京、上海等地调查走访，

查阅文献档案数千卷，记录整理了数百万计的文字资料，终于在，9盯年底总

纂搁笔，完成了我区文化事业发展史上一件大事。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注重从历史中学习，古为今

用，鉴往开来，这也是我们民族和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我们编纂这部志书，

坚持运用辩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认识并记载史实，其目的就是编

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从而起到借鉴

历史，启迪后人，创造未来的功用。《峰峰志》在编撰的宗旨上，坚持实事求
是、客观公正；在结构思路上，坚持略古详今，科学布篇；在选材原则上讲究

筛选勘证，精当取舍。注意使志书既保持了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又突出

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峰峰独有的地方特色。客观地讲，这部志书比较全面精要

地记载了峰峰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风土人情、
重大事件、典型人物等方面的史实，特别是将煤炭、陶瓷、建材等支柱产业在

志书中单独列卷，体现了我区资源工业的鲜明特色。因而可以说，本志既是一

部峰峰地方。百科全书”，也是一部突出反映历代特别是近现代峰峰人民英勇斗
争、艰苦创业的光辉历史和精神风貌的史诗，较鲜明地体现了新旧时代不同的

本质特征。本志收载的大量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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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涉及者或略或从简记之。

六、体裁。本志遵照述而不论的原则，以记述为主，不褒不贬，客观记述得失，并辅

于图、表、录、传和照片，

七，语言、文字。本志行文应用白话文。但引文资料保持原行文不动。省略用语如

“矿区”、。本区”均指峰峰矿区，。建国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均指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区委”指中共峰峰矿区委员会，。区人委”指峰峰矿区人民委

员会等。文字，以1986年lO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汉字《简化字总表》为

准，在引历史文献资料中，如无对应的简化字，仍按原字从之。

八、地名、数字，计量。地名，均依现标准地名记述，对历史上地名的变更、异称在

行文中以括号附注现地名。数字、帝王纪年、年号用汉字，除习惯和特殊用语用汉字外，

公元纪年、图表等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计量，依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法定计量单位为

准。对引用的文献资料，或个别反映数量之间关系仍用旧计量单位。凡行文中的亩、斤、

丈、尺等均为市制。

九、人物。本志遵照。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在峰峰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或有特殊贡

献的已故者立传记之，以峰峰籍人物为主，兼记客籍人物。对在世名人、工匠艺人采用

。以事系人”记述之。 ·

．

十、文献资料。本志应用文献资料浩繁，有历代府，州、县志，也有历史文献书刊；

有当今区内各机关单位提供的资料，也有从区外查录的资料文档，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

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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