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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 一

新编《魏县志》历经十载辛勤耕耘，终于付梓问世，这是全县80万人民的大

喜事，着实可喜可贺!值此出版之际，谨向为《魏县志》付出大量心血的县志办

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国有国史，县有县志。方志是历代统治者“鉴览得其要，发施得其宜”的工

具书，故一直为历代执政者所重视。由于历史原因，魏县自清雍正六年(1728)以

来，间隔近300年没有县志。为补史之缺，魏县人民政府于1985年成立修志机

构，1991年底正式投入运作。县志办的同志们不计功名利禄，默默无闻，无私奉

献，不辞劳苦，不分寒暑，昼写夜读，以苦为荣，五易编目，八改志稿，终于完成了

这一庞大的文字工程，填补了魏县近300年无志的空白，为魏县的文化建设作出

了不朽贡献，历史将不会忘记数年为之奋斗的同志们。

鉴古可以知今。魏县地处冀豫两省交界处，境内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

适宜、四季分明。黄河之水曾流经魏域，漳河、卫河川流不息。魏古域曾是黄帝

子昌意的封地；大禹治水曾涉足魏境；战国时为魏国陪都；汉为都尉府；隋为许

国都城。向有“三魏重镇”、“晋齐咽喉”、“燕赵吴楚孔道”之称，是历代兵家必争

之地。魏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7000年前，魏域已有古人类活动。先民

们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定居、劳动、生息、繁衍，经受了天灾人祸及历代战争的

考验，造就了淳厚、尚义、英勇、聪慧的美德，培育了春秋时期重义轻利的卫国大

夫仲孙于奚；西汉位比三公、德比屈原的司隶校尉盖宽铙；世界第一个测量子午

线的唐代天文学家张遂；宋开国名将潘美；清考据学家、辨伪学家崔述；民族英

雄、路南支队司令员裴香斋等，为魏县谱写了光辉籼烂的历史篇章。

魏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了中共党员及其支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再道、宋任穷率八路军东进纵队挺进魏县，创建了冀南抗日

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团结，参军参战，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血与火的考验，先后参军近30，000人，牺牲1833人，

伤残4727人，有20，000多军民参加了百团大战，仅平汉战役就出动民兵9000余

人，担架820副，大车300多辆，军鞋67，000双，小米22万斤，南下北上干部200



序一

多名。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魏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用

勤劳的双手改变了家乡的落后面貌，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事

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市场繁荣，交通便利，粮食产量逐年递增，工业体制

日渐完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乡建设日新月异。全志以大量的事实证明，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魏县人民的繁荣富强。

“盛世修志，志载盛事”。新编《魏县志》融思想性、资料性、地方性、时代性、

科学性于一体，观点明确、体例完备、门类齐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条目清晰。

编者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朴实

的文笔，全面系统、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魏县两千余年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科教等方面的历史发展，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魏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功

伟绩，借以寻觅成败得失之因果，探索荣辱兴衰之规律，不失为魏县一部综合性

的历史百科全书，必将为魏县的现代化建设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长期功

能。今人阅读它，可以增进对家乡的了解，加深对家乡的热爱，激发为之奋斗的

豪情；后人阅读它，可缅怀先辈，珍惜今日，从中受到爱国家、爱魏县、爱家乡的

革命传统教育。殷切希望全县人民，从新编《魏县志》中“温故知新”、“承前继

后”、“继往开来”，共创魏县美好的明天!

原中共魏县县委书记齐保晏

2002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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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魏县志》在全县人民的殷切企盼下正式出版了，这是历届县委、县政

府及修志工作者多年心血的结晶，是魏县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一个缩影。值

此，我们作为新一届的县委书记、政府县长，谨向重视修志工作的历届各级领

导，关心修志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开拓进取，以苦为荣，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

修志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

以志为鉴。”历代统治者视志为“吏治悬镜、施政官书”。唐代韩愈过岭南，先借

《韶州志》人界；宋代朱熹下南唐，当地方官前去迎接时，第一句就问：“志书可曾

带来”?清代前留传的“县官任内三件事，收赋断案修县志”，体现了志书在当时

的地位，故历代统治者均重视修志工作，并由各级主要官员主持其事，延揽人

才，调拨官银，督促编撰、刻印志书。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修志工作。1985年，国务院下达

了修志通知，魏县人民政府成立了编委会及其办公室，在县委领导、政府主持下

开始了建国以来的新志书编纂工作，但因诸多原因未见成果。1991年9月，政

府重新调整了县志办班子，破额调王学贵同志由交通局到县志办任主任，新一

届县志办的同志们不负重望，以崇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投入修志工作，默默无

闻的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历经十载艰辛，志书终于付梓，为魏县历史写下了

新的一页，使当代魏县在文献上得以与历史接轨，为文化建设又增一靓丽奇葩。

魏县修志始于宋代，见诸文献记载的《魏县志》多达8种，因各种原因，多已

佚失。从最后一部旧志至今，魏县断志已近300年之久。其间沧桑频变，百业盛

衰，人物、胜迹、风土、物产不可胜道而任其泯灭，岂不憾哉!新编《魏县志》的出

版，填补了魏县这一历史空白。全书计45卷，218章，595节，近200万字，上溯远

古，下讫1993年。其文字之浩瀚，在魏县前所未有。该书政治观点正确，资料丰

富详实，囊魏县自然社会之全貌，展魏县经济人文之精髓，集千年于一瞬，融百

类于方寸，衡吏治之得失，志客观之规律。纵观可领略魏县两千余年之历史轨

迹，横览可寻觅魏县兴衰之缘故所在，堪称魏县之百科全书，它既有利当代，又

2之



宝贵精神财富，定将为魏县的腾飞

中共魏县县委书记边 飞

魏县人民政府县长齐景海

2003年9月16日



凡例

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历

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全面记述魏县自然、社会的历

史和现状。力求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点，为“资治、教化、存史”服务。

二、时间断限。纵贯古今，突出当代，上限追至事物发端；下限止于

1993年，个别重大事件至搁笔为止。

三、卷目编排。本志采用卷章节小编体。卷首设概述，总摄全志。次为

大事记，勾勒脉络，择要辑存，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各专志门

类横排，本末纵述。卷下设章、节、目、子目，根据需要设传记或附录，以

补充正文。

四、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方式，以志为主，概

述略加评点。除引用古文外，均为记叙文体。

五、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本籍人物为主，兼记长期活动在

魏县而又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物。人物传不分党派，功过并蓄，卒年为序。

对在各项事业中成绩显著，采用名人选介、行业精英、以事系人的方法，在

有关卷章中予以辑录。

六、书写称谓。采用第三人称记述。政区、地名及组织机构均书当时名

称。党派、机关、公文、会议、各种运动名称，每卷第一次出现用全称或简

称加注。国家、军队、人名，直书全称，不冠褒贬。人物称谓，直书其名。

地名称谓，以标准化地名为准，古地名加注今地名。

七、纪年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书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去公

元二字)，1949年10月1 El后使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各指起迄年代。解放前后以1945年8月15日为限。新中国

成立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为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1978年12月

22日为限。

八、计量单位：有关1日时的记述，按各不同历史阶段之惯例；有关当代

记述一般采用公制。

2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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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例

九、文字使用。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颁布的

《简化字总表》和1987年1月1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及

1995、GB／T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

十、资料来源。志稿资料来自省、市、县档案资料，党史资料，统计资

料，史志，专著，家谱以及口碑资料，均加以考证、鉴别后辑用，一般不再

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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