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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位于天津市区东部，为市区之一，以地处海河之东而得名。

自古为盐灶之地。蒙元以来，即在现区境大直沽置司，监管熬盐。复以

地理之便，为海、河漕运转输中心；而造酒业亦名驰遐迩，各业随之繁

盛，于是大直沽遂成天津最早聚落与城市起源之一。迨进入近代，洋务

运动在区内多所兴建，于早期工商诸业颇有催动。改革开放为河东注入

莫大活力，各业以突飞猛进的力度、速度从事建设，至今已粗具现代城

市之规模。惜格于旧习，城市向无区志之修，遂使编纂新志无文献可稽。

盛世无志，又何以记当世功业，更何以传诸后来?1 990年秋，天津市地

方志编委会毅然决策：十市区可单独修志，河东区主政者闻风而动，于

次年即着手筹划，建立机构，拟订篇目；惟以事属草创，难免小有窒碍，

略有推延，直至1996年始获全面展开，分头落实。历时两年，以无所依

据作始，历经搜集资料、撰写初稿、分纂各篇，至1998年初，进入总纂，

又历时近三年，终于完成总纂，先后六易其稿，共得27篇131章，百余

万字。至此，河东区之历史与现状，乃有依托，而河东之独立有志，亦以

此为嚆矢。

一志之纂首在突出地方特点，而河东之堪称特点者，一则大直沽为

天津城市发源之一，二则为清季洋务运动在津重点所在，均为他区所不

具。修志者有见于斯，乃设大直沽与洋务运动专篇，以示《河东区志》不

同于之其他区志，此足以见修志者之深娴志体。大直沽为津人所熟知，

惟其文献征存则未多搜集，《河东区志》于此竭尽全力，广事搜罗，以历

史沿革、海运与酿酒、庙祠、八国联军罪行与反租界斗争、考古发掘、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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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史研究、文献辑录、碑文与诗、传说等九章对大直沽进行全面论述，其

中《文献辑录》章自宋、金、元、明正史，方志与《日下旧闻考》专著中，辑

录有关资料，似为前此所未见。又《考古发掘》章对遗址遗物考证详明，

均与研究大直沽有所裨益。另有《洋务运动》专篇，其立意亦同于大直沽

篇。类此专篇之设，则《河东区志》之特色，跃然纸上矣。《河东区志》不

仅以专篇显特色，其各专业篇亦多有突出特色之笔。如《卫生篇》突出特

色医疗，《体育篇》突出足球之乡等，皆有此立意。
、J’

《河东区志》于每篇之首均有“简述”之设，运用述体写作，概该篇全

貌、规律与特色，补门类分述之不足，有提纲挈领之效。全志文字悉采顺

叙，通畅可读。其于人物，承传统史法遗意，颇采类传之体，如周学熙与

周叔搜为叔侄，李耀曾与李学曾为兄弟，皆纳于一传，既省笔墨，更便浏

览。卷末附图表、条目、人物索引，以利读者检索，体例可称完备。

编纂志书难，修订志书尤难。《河东区志》之编纂，历时四年，五订篇

目，六易其稿，成书百余万言，可谓备尝艰辛。及蓝本提交审定，评审者

为求完美，严加吹求，修志诸君耐心听取，择善而从，慎加甄选，复经时

数月，焚膏继晷，悉心修订，俾消除谬误，增补缺漏，成前所未有之一代

佳志，不只为河东存一区文献，抑且为天津史志增光添采。我既膺区志

顾问之聘，责有攸归，而主编郭君复频邀作序，义难坚却，遂叙其编纂缘

由，略陈管见蠡测，至祈编纂诸君与读志者有以教我。是为之序。

来新夏

2000年9月26日写于南开大学寄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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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Hedong(the East of the Haihe River)District i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ianjin urban area，and iS one of the urban districts．

Her name comes from her location at the east of the Haihe River．In

the ancient time，it was the place where salt was boiled．Since Mon—

golia and Yuan Dynasty，a government office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present Dazhigu of the district，controlling the salt—boiling indus—

try．With its geographical advantage，it was also the centre of trans—

porting grain by sea and river．Its wine industry was very famous

and other industries followed tO be prosperous and then Dazhigu

gradually became the place where the earliest communities formed，

and is one of the birth places of the city．In modern times，the West—
ernization Movement developed in the district and promote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re．The reform and open—

ning gave Hedong District a great energy and made the building of all

the trades and professions forge ahead rapidly and vigorously．Now

the district has roughly taken the shape of a modern city．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habit，the district of a city has no annals compiled．

and therefore，there are no ready documents for reference in compil—

ing the new annals of the district．Now in the time of prosperity，if

we do not compile an annals，how can the present feats and achieve—

ments be recorded，and what will be handed down tO the later gener—

ations?In autumn of 1 990，Tianjin Municipal Editorial Board of Lo—

cal Chronicles resolutely decided that the ten urban districts can

compile their own annfils．The leaders of Hedong District took action

as soon as they lear@d the decision．In the next year they started tO

f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