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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白清才

〈五台-fl;当 代人物志〉编辑部一再要求，要我为此书作序。 家乡的

IY~ fE:不能世辞 。

五台自汉设虑质县隋更名为五台县以来，就以地灵人杰著称海内 。

县以山得名，山以人物增秀。 气势磅睛，雄浑敦厚的五台山养育了生于

斯、长于斯的一代又 ~_.~代人们，特别是那些有过突出贡献的士农工商各

界人物. 更为这块土地增添了 灵气。 重峦叠峙的高山，给人民生产、生

活造成了困难， (旦店养了 01 世 代代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精神和淳朴敦

厚勤劳节俭的民风。 "民生在拙，助则不匮以助为宝，代代相传。 所

有这些都成为这部〈人物志〉的一大特色。

在现代革命史上，五台县作为最早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和晋察冀边

区政府所在地，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都曾在这里活动过， 聂荣臻等长期在这里战斗。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

求恩创办"模范病室 播下了 国际主义的种子。 正是在他们的影响教

育下，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五台县大批热血青年随军南下、西进

在祖国各地，在那里扎根、贡献毕生精力 O 可以自豪地说，五台县人民

为民族的拙立、人民的解放、共相国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 〈人物志〉

处处洋涵着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

富相继续进取的动力 O

当代人物知多少，五台当代有几人?在我看来，近代现代曾有过巨

大历史彤 11向的人物，如清代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徐继盒(松主) ，国

民党军政要人阎锡山，我党我军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徐向前元

帅等。 还有许多在各行各业默默奉献的人不能尽放列入。 人民是真正

的英雄，我们永远是人民的儿子，这句老i舌我们应当牢牢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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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

中共五台县委书记周振华

五台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树在

我们渴望很久的〈五台县当代人物志)(第一集)，在许多老同志的

热情支持和1辛勤工作下问世了 O 这是全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项重大成果，是五台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五台县位于山西省东北部， 全县总面积为 2865 平方公里，现设 30

个乡镇，辖 587 个村，总人口 32 万人。 早在西汉时即建县，距今有二干

余年的历史。 五台山雄峙县境东北， 雄踞雁代，连绵太行， 横跨晋冀， 东

瞰河北平原，西r$三晋大地， 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人杰地灵，人才辈

出 。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五台有志青年，为寻求真理，奔赴全国各地，如

赵源、徐向前、赖若愚、李立安、杜心惊、郑季翘、朱卫华等 ， ~I) 牛FI ~lï jm 入

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成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 为革命为人民

作出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五台山列入全国 35 个旅昨王牌景点之一，

其位置和影响逐渐扩大。 我们通过横向联系，信息传递， 专程拜的，越

来越感到五台籍分布在全国各条战线的领导干部、学者 、专家、知名 人

士确实比较多，这与五台是革命老区的光荣历史密切相关。 他们有的

是早年参加革命 ， 离别故土 ， 天各一方;有的是在全国解放前夕和解放

初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南下、西进、北上，支援新解放区的革命和建

设大业而走向全国各地 ;有的是参加人民解放军， 南征北战 ， 保卫国 |览 ，

建设国防，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有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大专

院校毕业后，受党和国家的统一分配，投身于全国各条战线的伟大建设

事业 ;有的是通过其他途径，走南闯北， 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有的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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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五台籍人，但曾在五台担任过县委和县政府等机关的领导职务，对

五台的革命和建设出过力，流过汗，与五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这

些革命和建设"功臣 虽然离开故土多年，然而，思乡心切，时刻在关心

着五台的建设和发展，五台人民也时刻在怀念他们。 故 乡 的父老乡 亲

与外出的优秀儿女心连心。 在八十年代，五台县委曾召集分布于全国

各地的革命老干部代表在县城开过座谈会，回忆征集了许多极其珍贵

的革命史料， 为某写 〈五台县志上〈五台人民抗日斗争史〉打好了基础，

创造了条件。 只因当时受"生不立传"传统观念的影响， 当代人物，尤其

是尚在人世的未列入县志内，这是一大遗憾。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开发人才资顿和智力资源，越来越

成为当务之急。 因此，编写一部〈五台县当代人物志〉已逐步成为五台

县委、政府、五台人民和l五台籍分布于全国各条战线同志们的共同认识

和殷切希望。

1995 年我们在五台山与刘岩和韩海秀同志会晤时，他们代表在京

工作的五台籍干部的共同心愿，正式提出编写这部书的动议 。 县委、县

政府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编写〈五台县当代人物志扎成立了编委会和编

辑部，聘请在京、在并、在湖南等地的几位同志担任顾问;并在五台、忻

州 、太原、湖南、内蒙、北京等几个五台人较多的地点由老干部牵头，建

立了联络小组;编委会委托刘岩同志主持编辑部工作，在京正式开展了

收集资料和编辑工作。

编写一部〈五台县当代人物志}，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巨

大工程，难度很大。 首先是底子不清。 据五台第一次人口普查时(1954

年) ， 全县外出人口约 4 万人，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外出人口约 9 万人，

其中县团级以上干部、工程师 、经济师、教授、研究员等学者 、专家，知名

人士，粗略估计有 3000 人以上，究竟多少，掌握并不确切 。 其次是地域

跨度大。 五台籍外出人口遍全国，有不少人还在海外，通讯联系有困

难。

就在这种情况下，编辅部的同志们，不畏艰难，义务劳动，采取了边

摸底，边发信，边收楠，边审稿，边集资的方法，经过为时一年的时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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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千余件， 可以先出第一集 . 为完成全书的编篡任务奠定了良好基

础。

这部书的出版 ， 凝聚着许多同志的心血。 首先是入编同志积极 H向

应 ， 亲自 动手，提供稿件。 其次是有的同志热心张罗，推荐线索 ; 有的同

志传递消息 ， 发信联络 ;有的同志提出建议。 再次需特别提到的是编辑

部和各地联络小组的同志(门，不辞劳苦 ， 无私奉献，作了大量工作。 值

此 . 我们代表五台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向大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

挚的感谢!

我们深信〈五台县当代人物志〉第一集的问世， 对于继承和发扬党

的优良传统，对于存史、资治 ， 教育青少年， 尤其是对于进一步加强横向

联系，传递信息，交流经验，为撮兴五台经济，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

1 99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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