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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修志以来，对地区一级是否修志，未作统一部署。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地区不算一级

政权。然而，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所有开展工作的地方，均建有地区一级党政机构，

直至市管县体制普遍推行之前。地区一级虽然是省的派出机构，而实际上党所领导的各项工

作，都是把地区作为一级进行规划并组织实施的。地区党政组织作为省和县之间的机构，半

个多世纪以来，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领导作用。地区这一级工作的许

多内容，不仅县志无法记述，省志也无法囊括。地区一级如不修志，则一方事迹将漫无可稽，

久之将日景湮灭，岂不可惜l 1985年，在河北全省修志工作刚刚起步不久，中共石家庄地委、

地区行署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着眼，先于省内其他地区，决定编纂《石家庄地区

志》，实乃明智明之举。此后，河北也曾有几个地区决定修地区志，又都因种种原因而中辍。惟

石家庄地区，迎难而进，坚持不懈，加强领导，充实力量，历时七载，终于大功告成，使《石家庄

地区志》成为河北省第一部地区志，诚为难能可贵。

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而编纂社会主义的地区志则更是难上加难。

其一，资料难于搜集。省志、县志之修，尚有历代旧志可提供部分资料，各种典籍文献以

省或县为记述范围的资料也可资利用。修地区志所需资料却无此便利。除为数不多的档案

以外，必须从相关资料中去零星摘取，经过分离与综合，方可入志。资料性是志书的本质属

性，资料不足岂可侈谈修志?为取得足够资料，《石家庄地区志》的编纂者，不惜时间，四处奔

波，八方搜罗，除广征文字资料而外，对于凡可能提供口碑资料者，莫不虚心咨访。而后，精心

考据，择优厘定，情而能约，取多用精，终于做到了资料宏富，考订精详。

其二，上限之断颇费斟酌。断自古代或近代，当时并无地区建置，因此也无具地区特点之

内容可记。断自有地区建置之始，又会割袭许多重要内容的历史连续性。《石家庄地区》把上

限断自。五四”运动过后的1912年始，亦即中国封建王朝灭亡之时。而建置沿革、文物、人物

等几项则根据需要向前追溯。如此确立上限，既可将有地区一级建置之前的历史背景交代清

楚，又可使连续性较强的内容不致被拦腰斩断。这种从地区志的实际需要出发确立限，不墨

守断限中的。贯通古今”、“首尾一致”等一般成规的做法，足以说明例有行而不可拘泥，这对

研究地区志的断限将会是一种新的启示。

其三，记述内容不易把握。是专记具有地区工作特点的内容，还是所有内容都认?诸如

自然环境、方言、民俗、人物等等，并无地区工作之特点，省志、县志中又均有专志记述，地区

志还要不要记?对所辖各县的相关内容是分别记述，还是汇入总体分类综合?所有这些，都

必须在拟订篇之初即作出决断。石家庄寺区的党政领导和地区志的编纂人员一致认定，地区．

志也同样是区域志，凡区域志应记的内容地区志均不宜缺项。本此原则，《石家庄地区志》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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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编法，除志首之概述、大事记，志尾之志补、杂记之外，共列29编，156章，429节，举凡区

域建置、自然环境、人口、经济、政治、军事、教科文卫体、风俗、方言、人物，皆所不遗，应有尽

有。其属县的内容，均“从全地区看眼，对各县特点、不同情况，分类归纳，使统一性与特殊性

相结合”(“编纂始末”语)。其结构及内容安排，似旧实新，似因实创。它比之县志剖分更细，

记述更全，把方特色更加鲜明。例如：在经济部类中首先记述经济综情，以展示全地区的经济

总貌；把改革开放之后在农村崛起的新生事物——乡镇企业单列一编，展开详记、突出了时

代特色；把工业、农副、林果、食品、药材等各方面的土特名产全为一编，集中记述，使地方特

色更加浓郁。在中共石家庄地区地方组织编，以三章篇幅分别记述了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党领导的重大斗争；战争年代城市工作和敌工工作；建国后地委重大经济战略举措。较好

地体现了地区党组织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决策作用。在军事编专设一章记述了战争年代

为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堡垒户，反映出革命老区的特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志书的最

前面，以八页之篇幅，载入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37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石家庄

地区的指示、批示、讲话、题词，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石家庄地区人民的关怀，使人读来

倍感亲切。接下来又专列一编西柏坡，充分记述了党中央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主要活

动，不惟更加突出了石家庄地区的特点，而且可使石家庄人乃至全河北人引为自豪，由此也

为《石家庄地区志》增色不少。凡此种种，都显示着编纂者独具匠心，勇于标新立异，善于详独

略同。 ．

《石家庄地区志》作为全省第一部地区志，在其编纂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自然不只上述

几点。读完全志使人最感钦佩的是，志书编纂者殚其才智，兀兀穷年，不仅能代难点为优长，

而且尽力发挥，竞使全志新意满篇，珠玑遍布，为河北再添一部佳志，可喜可贺l当此志书即

将出版之际，谨以窥豹之见，略举数端。是为序。

卢振J

1994年1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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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史传斯言I艰辛耕耘，功铭万代。经石家庄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七年努力，

终于纂成《石家庄地区志》。这是河北省首部，也报可能是本届修志最后一部“地区志”。志其

付樟，为社会主义新志宝库增一束奇葩，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添一枚硕果，其可喜乎?其可贺

哉J

石家庄地区物产丰富，人民诚朴，地当畿辅久矣。故从古至今，地乃兵家必争，路乃南北

冲要，物乃八方需求。斯人斯地，能不赋不半?然千百年来，统治者横行，人民遭苦难，虽时代

之潮不断推出人民反抗斗争的弄潮儿，但目标茫然，每徒劳强复。直到中国共产党出现，领导

人民奋勇铲除三座大山，其人其地、才焕然一新。

该石家庄地区解放较早，从志中可以看到当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视农业，大

力发展经济的历程，也可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更有一条纵串

古今的史迹异你步入当地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历史长河。

不重视历史的民族，难以发展，不开拓未来的民族，无以发展。我从志中看到了我们党领

导下的民族既重视历史、又勇拓未来的精神。那是一种何等不屈不挠的精神啊J我们能不感

谢修志者记录下这一切吗?

我在石家庄地区工作多年，对这一地域的感情之深自不必言，今借此志，传我心声，也算

是对这一方人民，这一块土地的挚爱之情吧I

王满秋

199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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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地区志》是本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从成立机构到完稿出书，时间跨度达七年

之久，可以说是集体创作成果。从地区到县各个部门甚至有些基层单位都参予了此项工作，

人数达千余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勤恳卓著的工作，将永远记载于志书

的字里行间。

从总体上讲，志书尽量反映地方特点。石家庄地区是老区，战争年代为革命根据地。志

书将“西柏坡”列为一编，记述毛主席、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在平山西柏坡的活动。这里不仅

是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而且对石家庄地区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各项

工作得到及时指示。如刘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四分区土地会议，做重要讲话I朱总司令亲自组

织修建i勿沏水电站等。由于是老区，中央十分关怀，建国后对各项工作有不少指示和题词，

达七十多条，将其集中载于编首，对全区人民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本区建党较早，基础较

强，力量很大。将“中国共产党”单列一编，目的在增加内容，加重份量。。军事”亦单列一编，

主要记述革命战争内容，是同样目的。在人物中，较多记述了革命斗争中功勋卓著的同志。在

政治、经济、文化等专业志中，对于革命根据地情况，尽量多记述。限于材料缺乏，还不尽满

意。突出记述这些的目的，在于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特别是那种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永远

不能丢。

生产力是决定的因素，发展生产是根本。搞好经济建设是党和人民的中心任务。石家庄

地区资源丰富，40多年来，经济有很大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发展更快。这有利于生产力解

放。土地改革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是又一次生产力解放。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更是一次生产力解放。这些虽未集中记述，但在各编章中都体现了这一

因素。为了反映改革开放的进程和成果，在志书中加了“志补”，将1987年断限后的几年做

一概括的记述。同时，把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加以记述。除有专章以外，在经

济各章中都有科技进步的反映，凡是新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应用普及等都尽可能记述。

地区志撰写难度较大，突出的是区域变化较多，资料搜集困难。经过努力，毕竟还是成书

了。从实践看，有一部地区志大有好处。地区虽不属一级，但长期以来，有一个大体的区域。

从汉朝的常山郡到清末的正定府，大体是以石家庄地区这一块为中心的。建国以来，作为地

区这个领导层次，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已经形成一个有

密切联系的区域。通过志书反映这种联系或区域状况，是十分必要的。

一部多达170万字的志书，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但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有缺点错误欢迎

大家批评。

白 润章

1993年1月



凡例1

凡 1歹lI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

二、本志断限，除建置沿革、文物、人物外，上限一般起于1912年，各专志根据资料有所

伸缩。下限，一般截止1987年，个别事物延伸到搁笔为止。另用“志补”简述1988年至1993

年6月底大事。

三、本志采用中编法，于编首设概述，总摄全书。次为大事记。之后专志29编。编下设

章、节、目三个层次。按事物性质设编、章，不受现行职能部门的约束。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

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志。 ．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形式，以志为主。若干编、章前以无题小序揭

示梗概。
●

五、本志大事记以公元纪年，其它篇章纪年，新中国建立以前沿用旧称，并于括号内注明

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应用公元纪年，阿拉伯字书写。行文中“解放后”，系指1947年11月

石家庄市解放以后。。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解放区”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共产党领导的区域。“中共石家庄地区委员会”简称“地委”；“石家庄地区行政公署”简称

“行署”或“专员公署”

六、本志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其余均用记叙文体，叙而不论，寓褒贬于史料之

中。并一律以第三人称，采用语体文，力求言简意赅，通俗规范。

七、各种数据，建国前数字用当时资料所载数；建国后，一般均用地区统计局数字；统计

局缺的，则用有关部门数字。数字所含之范围，除有注明者外，均为现行13个县、市数字。因

不同时期统计口径有变化，均按当时规定之口径数字。金额除注明按某年不变价外，皆为当

年价。在文字中涉及曾辖县、市者多有出现。

八、计量单位，1949年10月以前的用原计量单位。1949年10月后一律以国务院1984

年2月2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九、生不立传。不划分人物类别，以卒年为序排列。烈士英名录录区、营级(含副职)以上

干部和著名英雄模范及在全区有较大影响的革命烈士。人物表，分别收录省军级以上干部、

全国劳模先进人物、科技人员等。

十、资料来源：有关图书馆档案馆的文献资料，地委、行署机关的文书档案资料、党史资

料，有关报刊和专志资料以及当事人、知情者提供的I=l碑资料。对各类资料，均加以考证鉴

别，去伪存实。经考证仍难确认而又有存史价值的，则兼收并录，附以必要说明。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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